
图①：第四十七期四
版《晨曦》栏目刊发《义乌
的圣地——颜孝子墓》。

图②：《义乌方言徵
略》系列内容。

图③：《改良义乌红糖
略说》系列内容。

图④：《义乌民报》第
四十二期中缝广告印有

“佛堂源丰顺广告”。

图⑤：《义乌民报》第
四十二期四版。

一纸旧报载春秋 字里行间见变化
在新闻阅读App层出不穷的当下，人们仅需一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知晓天下事，新闻仿佛是邻里之间家长里短的谈资，格外接地气。然而在没有手

机的过往时期，报纸、书籍和杂志等印刷刊物作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媒介，不仅记录天下事，更承担着记录市井民生的重要功能。
走进义乌老物件收藏者刘关良的书房，一股浓郁的古旧气息扑面而来。他小心翼翼地从塑料薄膜中取出八张泛黄的《义乌民报》，并将其一一展开。

报纸的边缘已微微发脆，油墨字迹仍清晰可辨，字里行间藏着近百年前义乌的时代脉动与市井烟火。当时的义乌究竟是什么样子？通过这些老物件，让
我们一探时代真容。

时光回溯到1934年的义乌，怀
揣着《义乌民报》的孩童奔走在大街
小巷，声声“卖报”响彻街头，青年们
喊停孩童，买下一份报纸便迫不及
待地阅读天下事……这样的场景或
许映衬着《义乌民报》曾经的辉煌。

刘关良收藏的这八张《义乌民
报》均为 1934 年出版。版面上记录
的新闻时事，关乎当时的国内外大
事，无论从版式、字体、内容上看，时
代特征明显，仿佛能将人瞬间拉回
那个年代。

据 1987 年出版的《义乌县志》
记载：《义乌民报》于1933年3月创
刊，为8开2版，3日刊，童慎记印刷
厂铅印。发行量八九百份，于 1937

年上半年停刊。
“我们查阅资料发现，童慎记印

刷厂也是有故事的。”义乌文史专家
傅健介绍，据1939年浙江省印刷所
调查表与省书坊文具商调查表载：
童慎记印刷厂，位于义乌城内西街，
创办于1921年，除承接印刷业务外，
还自编印刷小学生字帖、练习本，兼
售教科书等，曾排印《义乌兵事纪
略》（初版本）、民国《义乌民报》、《简
报》（1937）等。童慎记毁于日机大轰
炸，1942年日军侵占义乌后停业。

翻阅报纸，记者发现《义乌民
报》的“骨架”与如今的报纸不同。

《义乌民报》纵40厘米、横55厘米，
报头下方，清晰记录着报刊的期数，

同时附上“本期一张售洋一分二厘”
“全年一元半年五角五分每月一角外
埠邮费照加”“广告刊例”“每期每行
（二十五字）大洋一角不足一行者以一
行计算”等信息，价格一目了然。

“该报作为地方性报刊，是研究
20世纪上半叶浙江县域社会变迁、民
间舆论与政治经济互动的重要史料。”
傅健表示。

《义乌民报》每一版都藏着巧思，
每篇文章的文字均为繁体字，文字排
版也遵循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阅读
顺序。报纸聚焦本地要闻，小到乡镇农
会成立、集市新规，大到县政会议、水
利兴修，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义乌的时
政与民生。报上还转载了国际与国内

新闻，彼时的世界风云、全国局势通过
凝练的文字传入小城，让当时的义乌
人得以窥见外方天地。

更为特别的是，每份报纸的第四
版都设计成了一片文学园地，义乌文
人的诗作、散文及短篇小说等都有刊
登。人们在订阅报纸的同时，不仅能关
注时政新闻，还能鉴赏文学作品，充实
精神世界。同时，每份报刊中缝处，均
刊登有广告、启事、通知等信息，如“佛
堂源丰顺棉布促销广告”“胡显禄 陶
成 遗失圆章声明”“佛堂肉业公会启
事”等。熟悉《义乌商报》的读者会发
现，如今的报纸没有中缝设计，广告、
启事、通知等内容大多放置在最后一
版或倒数第二版。

一份报纸的“骨架”，保留时代印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
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挑
战。翻阅《义乌民报》时，记者发
现该报除了刊发时政热点外，
还重点关注农民生产生活等民
生新闻。

20世纪30年代，义乌红糖
正处在发展阶段。《义乌民报》
连续多期在第三版连载了《改
良义乌红糖略说》。

其中，第三十九期三版记
载了“一、制糖之原料”；第四十
二期三版记载了“二、改良义乌
糖之入手办法”。其中记载：“至
云义乌之糖梗，以之煎糖，虽已
历多年，唯所制之糖，品质参
差，色味不一，因此销路难拓，
价格难提，所蒙有形无形之损
失，历年来实难数计，近年来农
村凋敝，改良固有之农副产品，
更为不可缓之举，然则欲改良
土糖，将从何处入手耶，欲答此
问，各人所见不同，但鄙人鉴于
农村状况及原料产量，利用旧
式方法和器具，略参以科学原
理，逐步渐渐施以改良……”

在此后的连载中，该文作
者根据糖梗种植、红糖制作工
艺等细节，为义乌糖梗种植、红
糖制作、销路拓展等提出了不
少好建议。如今义乌红糖制作
技艺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而这份
旧报里的改良记录，仿佛一场
蓄力待发的技艺传承。“该报四
版的《改良义乌红糖略说》《义
乌的圣地——颜孝子墓》等，均
鲜明反映义乌的地方特色。”傅
健表示。

1987 年 出 版 的《义 乌 县
志》中记载：吴镜元（逵卿）著

《义乌方言徵略》初稿曾在报上

连载。刘关良翻开多张《义乌民
报》，其四版左下角处的《义乌
方言徵略》栏目，成为该报的点
睛之笔。由本地学者吴逵卿整
理的专栏，每期摘选三五个义
乌方言词汇，标注读音与用法。
比如“老”“俞”等至今仍在使用
的词汇，在当时既帮助了外乡
人融入义乌生活，也为方言传
承留下了文字凭证。四版右上
角则固定挂着《晨曦》栏目，并
配以绣湖边“天光塔影”视角的
手绘画，颇有地方特色。

“《晨曦》体现小品文的多
样性。《义乌方言徵略》系列
文章，体现新文化运动影响
下方言保护的学术自觉。”傅
健说，《义乌民报》是 20 世纪
30 年代基层媒体生存状态的
生动展现。

《义乌民报》发行期仅四
年，但这份报纸却成为独特的
时代“切片”。它记录着地方治
理的细节，也映照着社会变迁
的痕迹，甚至连文学作品里的
情绪，都带着时代的印记。“这
份报纸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
过去的义乌，一头通向现在的
我们。”刘关良说。

夕阳透过窗棂，落在泛黄
的纸张上，那些工整的铅字仿
佛活了过来。报头的墨迹、中缝
的启事、专栏的文字，共同拼凑
出近百年前义乌的模样——有
农耕时代的沉静，有新旧交替
的激荡，更有一方水土养育的
坚韧与智慧。

这或许就是老物件的意
义：它们不只是时光的遗物，更
是让历史可触、可感的见证者。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实 习 生 雷康艺 文/摄

字里行间的温度，传递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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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近日，浦江与义
乌联合开展走亲暨“丹青丽
影——浦江女书画家作品展
暨人像艺术摄影特展”活动。

此次活动由浦江县文广旅
体局、义乌市文广旅体局主办，
旨在加强浦江、义乌两地文化

交流，共同推进两地文艺事业
发展。展览中，来自浦江的 18
位女书画家，以笔为舟、以心为
帆，将女性的婉约、坚韧凝成一
幅幅书法与绘画作品。浦江摄
影家协会用镜头记录了书画家
的模样，与其书画共展。

展览时间截至8月5日，展
览地点为义乌市翰邦美术馆。

两地走亲 共绘丹青

浦江义乌联合开展
文化交流活动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实 习 生 雷康艺

本报讯 近日，从四川省美
术家协会官网获悉，义乌市美
术家协会理事陈谋龙的国画作
品《渔歌 01》入选第八届四川
省工笔画学会作品展，并斩获
优秀作品奖。

四川省工笔画学会作品展
是由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

省工笔画学会、四川省统一战线
同心书画院联合主办的艺术赛
事，每两年举办一届。此次展览
经过严格的评审流程，先从323
件投稿作品中初选140件入围
作品，再通过复评最终确定102
件参赛作品，其中仅22件作品
获评优秀作品奖。陈谋龙的作品

《渔歌01》能够在众多佳作中脱
颖而出，充分展现其扎实的艺术
功底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第八届四川省工笔画学会作品展落幕

市美协会员获优秀作品奖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7月16日下午，在稠江街道锦都
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悦读吧，
10多位孩童齐声诵读。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共读
一本书”，当天品读的是《骆宾

王全传》。组织方表示，希望通
过阅读本土文化名人传记，在
孩子们心中播下“知家乡、爱家
乡”的种子，让书香为大家的日
常生活增添一抹人文色彩。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图

书香盈夏 童心共读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日前，我市文化
馆开展“文艺赋美·篮球季”主
题活动，以文艺之名点燃赛事
激情。

文艺赋美，助力“浙 BA”。
随着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全
面开赛，我市积极打造家门口
的“第二现场”，为市民打造别
样精彩。此次主题活动设有直
播观赛·共度热血之夜、“义”
起来学艺·全民公益学堂汇报

演出、大“义”术家·全民K歌会
三大板块。

据悉，活动现场设置了赛
事直播环节，同时变身“声浪主
场”，观众扫码点歌即可上台演
唱，为球队助威预热。7月19日，
我市文化广场下沉式广场还将
举办2025年“义”起来学艺·全
民公益学堂汇报演出，展示“花
开四季”“蒲公英”及“乐享银龄”
夏季班学员的学习成果，呈现艺
术与体育交融的精彩表演，为

“浙BA”增添人文活力。

市文化馆开展
“文艺赋美·篮球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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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秋池 文/摄

本报讯 近日，佛堂镇总工
会联合蟠龙社区开办的公益暑
托班开班，吸引了40余名职工
子女参加。

本期暑托班采用“兴趣+实
践”的多元课程模式，开设了非
遗手工、中医启蒙等特色课程。
其中，中医启蒙课程尤其受欢
迎。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孩子

们通过学习把脉、认识穴位等，
近距离感受传统医学的魅力。
家长徐女士说，以前暑假孩
子只能待在家里，现在社区
提供了优质的托管服务，并
聘请专业老师教学，家长们都
感到很安心。

据悉，该暑托班将持续至
8月8日，未来还将陆续推出兴
趣英语、科学实验、电影鉴赏等
课程。

蟠龙社区公益暑托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