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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惠民·书香礼堂”走进太平新村

前几天，“吕氏文化中心”热闹非凡。哈尔斯公司董事长、吕氏文化研究会会
长吕强先生为40多位1960年西溪初中首届学生举办同学会，请了浙江婺剧团为
村民演出三天三夜戏。观众不仅是龙山镇太平村村民，就连附近村庄甚至东阳、
磐安等县市的戏迷也蜂拥而来。应吕强先生邀请，我也前去凑热闹。

□记者 应玲菲

“你看，这些展板就是《永康味

道》这本书里的内容，照片拍得可真

好！”“是啊，我一吃完午饭就拿着小

板凳过来看了，这些展板做得可精

致了。”12 日下午，唐先镇太平新村

文化礼堂里十分热闹。市图书馆正

在这里举办《永康味道》图片展览及

全民阅读专家巡讲活动。

据悉，《永康味道》一书由我市

五位摄影爱好者编著，前后共花费

了近三年时间。作者走访了全市各

镇街区 300 多家农户，拍摄了千余

张图片，寻找到我市本土小吃和食

材 108 种，并按照节庆点品、风味小

吃、居家食材 3 大类别，汇编成书。

市图书馆精心制作的图片展览，吸

引了不少村民的眼球，就连上了年

纪的村民都表示，看了展览才知道

我们永康有这么丰富的饮食文化。

《永康味道》图片展览结束后，

我市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开发还

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全民阅读专

家 巡 讲—— 养 生 重 在 养 心 ”的 讲

座。台下座无虚席，村民吕淑贞一

直站着听，听到有意思处还和旁边

的人轻声讨论几句。吕淑贞告诉记

者，徐所长的话讲得简单易懂，让村

民学到了不少养生知识。

据了解，当天的活动是浙江省

图书馆联合全省图书馆，发挥各馆

的资源优势和特长，开展的“文化惠

民·书香礼堂”活动之一，除了讲座、

礼堂内展出的《永康味道》图片展览

外，还有新华书店赠书活动。该活

动旨在为我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服务，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为文

化强省服务。“今后，这样的活动我

们会坚持下去，把图书馆更多的文

字资源和数字资源送到农村文化礼

堂中。”市图书馆副馆长应春娟说。

人情味很重 乡土味很浓

到林峰饭店请客
像赴一场家宴
□通讯员 邵德林

我结识林峰饭店在上世纪 80 年代。

当初，饭店开在山川坛，永富桥头酒厂旧

址附近。

有一次，我在玻璃店划玻璃，发现对

面这家林峰饭店：一件店面，一张柜台，不

见餐桌。出于好奇，我过去看个究竟。迎

上前来一位小青年，矮矮胖胖，满脸笑

意。我问：饭店呢？答：请抬头看。原来，

墙上贴着一张“小广告”——店面虽小，里

面大着哩！往左手边的门进去，果然别有

洞天，十分宽敞，八九张餐桌摆放得整整

齐齐。这是林峰饭店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过不了几天，我们一家三口光顾。点

了糖醋排骨、青椒肚片、家常豆腐和榨菜

蛋汤，加上一瓶啤酒，吃得甚是过瘾。从

此以后，凡有亲朋来访，上馆子首选林峰，

一是实惠，二是价廉，三是离家近。

不久，胜利街拆建，老酒厂变成了新

建行，林峰饭店搬哪里去了？我暂时找不

到，也没有问别人。

直到 90 年代中叶，店主为儿子读高

中一事来学校找我。他进门便问：还认得

我吗？我随即回应：里面大着哩！店主自

报家门：我叫林峰。这时我才知晓——店

名即人名。于是，店主变“上帝”，关系进

一层。此后，每逢学校搞聚会，首选林峰

饭店。林峰饭店当时开在汽车站对面的

河头大厦，建筑颇具气魄，店面装潢也很

考究，但依然保留着原先的菜肴特色，坚

持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经营定位。

不久，林峰饭店又搬迁。

几年以后，几个学生请我吃饭，说是

到林峰饭店。我问：林峰饭店尚在？学生

回答：在！在九铃楼隔壁。和林峰再次相

见，一见如故。席间方知，我的几个学生

也是林峰饭店的常客。于是，有相当长一

段时间，几个朋友聚会，首选还是林峰饭

店。可是，有一次，当我带着几个朋友光

顾时，此地却又更换了门面。一打听，林

峰饭店已迁址至东塔路六弄。

我对东塔路有些生疏，几天后，由朋

友带路才找到。见到林峰，我对他说，你

已是四易其址，我算是跟踪追击。你开到

哪里，我追到哪里。他一言不发，只是笑

个不停。林峰饭店在城区兜了一大个圈

子，最终落户在自己的家门。如今，我每

每到林峰饭店吃饭，不管以何种名义的宴

请，似乎都成了家宴。林峰饭店真是人情

味重重，乡土味浓浓。

林峰饭店不能说是高档的饭店，但数

十年来一直能招徕宾客满堂，其奥秘何

在？最近阅读了一篇网文，才领悟真谛：

关系的基础是人品。店品如人品，林峰饭

店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林峰的人品久

经考验。

用“观者如云”来形容热闹的场

面一点也不过分。文化中心右侧临

时搭建的上千平方米戏场，里里外

外都挤满了人，戏场周围摆满了摊

点与娱乐设施，水库边的公路两侧

停满了小车、摩托车。下午演出的

曲目是《状元与乞丐》，由于人多场

内显得有些闷热，但丝毫没有影响

乡亲们看戏的热情。大家对戏中的

情节耳熟能详，边看边议论：“都说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现实并非如

此。你看文凤、文龙俩兄弟，一个是

状元命，另一个是讨饭命，但结果完

全倒过来了！”“棒头出孝子，这古话

还得信。家有万贯财产也经不起败

家子败的。”“都是这位娘舅不好，算

什么命！”⋯⋯

坐在前排的一位观众转过头来

主动与我搭讪，听口音不是当地人，

一问竟是来自东阳的戏迷。我问他

怎知道这里有戏看，他挥挥手中手

机：“微信群里有啊！”“这戏以前看

过没有？”“看了好多次，有些台词都

能背了！但每看一次的感受都不一

样。”他告诉我，晚上还要接着观看

《江南第一家》，这出戏取材于浦江

县郑义门的故事，陈美兰亲自担纲

主演，肯定很精彩。看我听得认真，

他越讲越来劲，那种享受是难以用

语言来表达的。

吕氏文化中心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宣传儒家文化

同学55年后聚会 请村民看戏同乐

□通讯员 若竹

“我与林峰饭店的故事”征文
林峰饭店地址：东城街道东塔路

251弄6幢3号（近城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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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跟着父亲赶过戏场

头，长大后却再也没有踏进农村戏

场好好看过一场地方戏。今天的

场景深深地感染了我，也第一次发

现乡亲们这么喜欢看戏，对戏中情

节津津乐道。我感觉到，大家不只

是赶赶热闹，更是表达一种渴望，

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核心价

值的崇尚。走出了戏场，走进“吕

氏文化中心”参观，在“荟萃苑”，我

发现不少人驻足观看《太公家教》，

有的大人还领着小孩大声朗诵起

来。“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

来，非成礼也⋯⋯”这篇洋洋千言

《家教》，包罗了仁、义、礼、廉、耻等

方方面面的内容，通俗的语言包涵

着为人处事的基本守则。“积财千

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

薄艺随身。”这不是教人要好学要

自立吗？道理深入浅出，让人一看

就明白。“现在年轻一代缺乏的正

是这种观念与精神啊！”一位带着

小孩观看的妇女感叹道。

透过《太公家教》，分析其背后

的深层文化内涵，让人感受到传统

儒家文化那深邃恒久的魅力。从

《状元与乞丐》的演出到《太公家教》

的传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润物细

无声”的含义。“吕氏文化中心”正是

运用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方式，让

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儒家文化与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与熏陶，促

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

座主要由吕强先生牵头投资 1300

多万元创建的“吕氏文化中心”，七

年来，每年3月26日的祭祖活动、一

年一届的国学夏令营、一年一次的

“哈尔斯杯”中小学生书法大赛等已

形成惯例。不得不令人信服吕氏后

人对精神家园的坚守与执着、做事

的眼光与胸怀。

读《太公家教》领略传统儒家文化

东阳戏迷从微信群里获知太平村做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