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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英人自发举办文化周
“千秧八百，不如手艺盘身。”芝英，是五金产业的发源地。在那个“永康工匠走四

方”的年代里，一批又一批“打铜修锁补铜壶”的五金工匠挑着行头，天南地北地“卖手

艺”，不仅养活了一家老小，也为族人拼下了“经济重镇”的大好河山。

经济重镇，古时财力雄厚，也渐生浓郁的文化味。“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工之

乡。”芝英文化最独特的地方，就是祠堂文化。芝英古镇是应氏世居之地，已有近

1700年历史。实际上，当地自古就流传着“芝英驮（大），祠堂多”的谚语。目前，芝英

镇仅0.2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仍保留近百座祠堂，保存完整的祠堂还有52座。在很长

一段时期里，藏于深闺的芝英古建筑群并不为人熟识。近些年，这座娴静的千年古镇

渐渐露出她端庄的脸庞。

古镇以小宗祠堂为中心，逐步向外扩散，历史建筑分布面积约 7 万多平方米，占

地面积约 3 万多平方米，主要集中在芝英一村至八村境内。密集的祠堂群落也让这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形成了包括五金文化、宗祠文化、慈善文化、红色文化等在内

的众多独特灿烂的文化瑰宝；古镇名居古宅交错形成了庞大的古建筑群落，处处体现

着古气、古风、古韵、古朴、古貌。

集群化的宗祠加上为数不少的古民居、古商铺、池塘、古桥、古井、道观等，让不少

学者感叹芝英“简直是藏了个乌镇”。就是这个祠堂部落，为民俗文化周的最终“成

形”，搭建了一个平台。活动主办方正是芝英人自发组建的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在

芝英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古镇的文化“活”起

来，也“火”起来。

“我们欢聚一堂，一起欣赏原生态的民俗节目，一起观赏百工之乡的传统工艺和

精品，一起感受应氏百祠古镇的独特风情，一起领略历代士农工商医共生共荣的农耕

文明，一起分享别具特色的欢乐与祥和。”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应天行热情

地为文化周“吆喝”，作为一名从芝英五金工匠中成长起来的知名企业家，应天行一直

有着很浓的“乡恋”情结。

外乡人闻风参与文化周
有着乡恋的可不仅仅就是应天行。64岁的应柏通在离家30余年后特意从山东赶了

回来，一起回来的，还有应柏通从未回过老家的一双孙女。舞龙、腰鼓，还有“三十六行”，

别开生面的民俗文化活动让这对还不满5岁的姐妹花跟着踩街队伍走了很久很久。

聘珍公祠里，11 岁的朱灵芝踩着水车，和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家长怎么劝也

劝不走。朱灵芝家住市区，已上小学四年级的她，还是第一次看到水车。而有点“意

外”的是，在农耕文明展上与水车一起展出的部分传统农具，连朱灵芝父母都没见过。

“文化周的活动，还是有不少文化可挖的。”41 岁的徐天明来自杭州，此次受朋友

邀约来“开开眼界”，在他看来，这方洁净的土地上，文化的根系发达，扎根也深。也是

因为文化周活动，一群即将退休的老手艺人“重出江湖”。在离市基不远的“半面街”

以及再往前的“正街”上，老旧的店铺里，钉秤、打铜、锡艺集结而成的“芝英三宝”，靠

着精雕细琢的手工艺，引来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热切目光。

70 岁的胡高龙是位打铜师傅，平常外出干活时都用自己手工打造的一只铜罐来

烧饭，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20年。4日，有个喜欢收集“老物件”的年轻人从胡高龙的

店铺前经过，说什么也要买走这个铜罐。而这之前，经过互联网的牵线搭桥，胡高龙

的铜制品已经远销海外。

“手艺传承比有人喜欢我的产品更加重要。”胡高龙经常苦恼这15岁起就“掌握”

的手艺，将来该传给谁。相比胡高龙，61 岁的锡艺手艺人应业新就“幸运”得多，他的

儿子应建荣在十几年前就拜父亲为师，开始学艺。从 23 岁学到 35 岁，应建荣已经掌

握了较为基础的手工艺制作方法。说起当初决定“学艺”的初衷，应建荣说：“这可是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不能断了。”

历史文化的传承，就此有了新生力量。手工艺展示、民俗表演，再加上独特的古

祠风情，古镇的文化涵养在文化周里越发“活灵活现”。连“外乡人”应世明在芝英办

起油画展时，“前言”里也“自觉”写道：“当我的‘老房子’邂逅芝英的老房子，犹如漂泊

多年的游子回到久别的故土⋯⋯”

文化周“搅活”文化 增强建设软实力
“活”起来的文化，能给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增色不少；而大家自发参与文化周活动

的热情，更能让人平添古镇保护与开发的信心。这正是芝英镇党委、政府所乐见的。

早在 2012 年，该镇就邀请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芝

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论证；再到2014年9月，该镇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了芝英古镇建设推进会；以及2015年5月，该镇与《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一起举办专

家恳谈会，请国内知名专家把脉芝英古镇建设；而前不久，将乌镇从观光型古镇打造

成了国际知名休闲旅游目的地小镇的陈向宏也带着团队来到芝英。

一次次思想火花的碰撞中，芝英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与开发的脉络，日渐清晰。

“古镇建设并不是简单的修祠堂、修路，更重要的是在保护历史古迹、传承人文精神

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古镇的各项功能，将古镇资源用‘活’。”芝英镇党委书记赵斌

说，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与开发，更要注重与城乡规划发展有机结合，与传统建筑

文化完美结合，与美丽经济自然结合，与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环境整治、“三改一拆”

“三治四化”融洽结合，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注重挖掘自身资源优势和再造

特色亮点。

“前期，我们已针对古镇环境卫生、出店经营、牛皮癣等乱象进行了整治，计划

内的各项规划改造工程也会有序推开。”对于古镇“软硬实力”建设，芝英镇镇长胡

广辉表示已进行治理和改造，改造工作主要围绕“两线两点”展开，“两线”即半面

街、后街的改造，“两点”即应祖锡故居、小宗祠堂的修缮，再配以古镇外环道路、管

网管线‘三线落地’、老市基、后城大街以及临溪水系等改造工程。目前，不少工程

已稳步展开。

古镇民俗文化周落幕了，而醉美江南千年文化的传承接力，还在继续。

—
—写在芝英古镇民俗文化周落幕之际

醉美江南

：古镇深处觅乡愁看 得 见 民 俗，摸 得
着乡愁，毫不夸张地说，
到过芝英古镇民俗文化
周，你就会有这样的感
受。

“要说芝英好，千年
古镇，五金之乡⋯⋯”在
文化周里，芝英人自豪
地唱起了“三句半”，而
在一句句脍炙人口的传
唱声中，来自四面八方
的乡里乡亲涌进芝英镇
集镇中心的老市基，芝
英民俗文化周在此热热
闹闹开演。

有 人 说，古 村 落 的
保护与开发就是要让人
重拾乡愁，要让人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芝英，“自发、自
主、自动、自觉”地将古
镇保护与开发融于美丽
乡村建设之中，传统文
化 与 现 代 文 明 相 互 包
容，只为让今人、后人记
住了那一缕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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