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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诗抄
长亭怨慢 秋日登高

□王虎

近重九，千峰烟树。曳杖芒鞋，石径
频数。气喘吴牛，青衫汗湿探云处。壑深
风缓，如闻得，秋光叙。野菊又初浮，黄白
紫，唯心倾诉。 飞度。望横山环水，出
没岚纱雾缕。阡棋陌局，绾村舍，翠盆中
驻。更忘我，对话天人，可曾有，长歌相
顾。与墨迹流云，拟约诗仙同翥。

青玉案 重阳
□张泽宏

甜香丹桂缘街漾，更蕊落芳泥飨。澄
澈江山天净朗，骄阳初懒，金风还爽，总引
诗翁杖。 文章未练人情痒，陈酒开封共
谁享。暂抚浓情歌一嗓，江南秋短，凭崖
心旷，玉露无声降。

浣溪沙 寄友人微雨落花
□李向青

谁架青山绿绮琴，春风吹过有清音。
撩人意绪满蕉阴。 微雨落花当日事，万
香开席此时心。相知相祝酒杯深。

临江仙 忆重阳登高
□宣默

近看云翻山在脚，登高一路匆匆。回
头江水浴霞红。曾经挥汗处，花木舞秋
风。 烟雨当年成往事，功名转瞬虚空。
豪情依旧那时同。相知还有你，携手向苍穹。

今又重阳
□王云楠

雁叫霜空认客舟，天涯望断旧津头。
木樨花落半宵雨，黄酒香飘百户楼。
篱栅菊丛生画意，轩窗童语诵诗秋。
举杯问月谁同笑，不见人归总是愁。

重阳感怀
□杨倪忠

九九登高结伴游，金风送爽意悠悠。
黄花满目香漫路，劲节横坡气贯秋。
健笔常挥欣不老，青春犹在忆风流。
苍山莫道无情趣，夕照丹枫景色稠。

重阳登高感吟（新韵）
□程瑞铛

嚣尘难改是天真，结伴登山约带琴。
老调新歌来顺口，街闻巷事选开心。
笑谈每启风流史，回忆多无陌路人。
仰望虬松当自比，高台携手挽云深。

登高
□朱俊锋

西风衔远道，山色近重阳。
四野菊当发，三秋稻正黄。
青松荒径老，红叶冷泉香。
临壑情归去，烟村白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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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浩恒 学飞行

很多市民也许还记得，20 年前，全市第一个体育健

身辅导站曾组织太极拳教学活动，场地就选在老体育馆

外面的操场。那个太极拳教练就是时任市体育局局长、

辅导站发起创建人方振龙。

方振龙今年 72 岁，早年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一级太极拳教练。他1988年接

触太极拳，五年后将自己的爱好从篮球转向太极拳，并开

始推广太极拳。1998 年他退居二线后，就以教练太极拳

为主，十几年下来，已经教了一千多人次。

今年，方振龙当了多场太极拳公益培训班的“教头”，

他的名声又在永康城乡响了起来。

2月28日上午，南都禅寺大雄宝殿广场，市太极拳文

化研究会举办的首个太极拳公益培训班正式开学，研究

会顾问方振龙担任主教练。为了方便学员训练，培训班

后来转移到江滨公园。从此，每周一三五早上6点至7点

半，人们都能看到方振龙在那里教学员练太极拳。时隔

一个半月，方振龙执教的杨式太极拳公益培训班结业仪

式在西溪镇上蒋村文化礼堂举行。30 多位学员穿着整

齐的太极服，把简易 24 式太极拳套路演示得有板有眼，

赢得村民的阵阵掌声。5 月 29 日上午，太极拳公益培训

成果展演在南都禅寺举行，方振龙的代表队出色表演，又

一次赢得了大家的肯定与赞赏。

7月份，市太极拳文化研究会的公益培训活动从城区

走向农村，在唐先镇太平新村率先设立公益培训示范

点。这一任务又落到了方振龙教练团队身上。

晚上7点到8点半，方振龙就带着助教们来到太平新

村。方振龙在前面讲解、示范，学员们跟着做。而助教们

则分布在队伍周围，纠正学员的动作偏差。方振龙实行

多样化教学，有时候在上面讲解，助教们在旁边示范；或

者将学员分成几批，由每个助教负责带一批，取得了很好

的教学效果。

为了这场培训，方振龙和他的教练团队付出了太多

太多。每逢教学那天，老伴早早就为方振龙准备好晚餐

了。下午 6 点，助教们开来私家车接上方振龙，准时出

发。他们怕方振龙老师劳累，不让他自己开车。一到村

里，方振龙和助教们就投入到 90 分钟的紧张教学。方振

龙不顾劳累，认真讲解、示范，让助教和学员深受感动。

那些天，方振龙多年积劳成疾的腰肌劳损疾病发作，

他就白天进行拔罐治疗，傍晚不误教学。他说，练拳时虽

然流汗，但练后是很舒服的。教拳就不同，教太极拳时间

长，既要讲解，又要做示范，喉咙沙哑了，感觉到特别疲

劳。方振龙感叹，现在年纪大了，体力就是不一样了。

初到农村开展太极拳培训，方振龙不知道到底有多

少人能坚持着学完首期套路，会有多少效果，就连市太极

拳文化研究会主席朱有抗也是心中无数。没想到，村民

练太极拳热情高涨，学员有增无减。太平新村报名时参

加人数 35 人，等到结业时增加到 42 人，还有来自邻村的

20多个“插班生”。

方振龙后来在唐先（太平）太极拳公益培训班结业仪

式上说：“我和 16 位助教来到太平新村教学，总共来了

130 多个人次，上了 20 次课。仅仅靠我一个人不可能完

成这么繁重的教学任务，我要感谢我们这个团队！当然，

也要感谢学员认真学习，感谢村民的热情支持！”

如今，打太极拳在太平新村蔚然成风，成了许多村民

健身休闲的新方式。这让方振龙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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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新进一批家具，价格非常便宜！

亲，赶快约上你的家人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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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教头今年72
□胡丽川 王灿俊

一座古老的房子，诉说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芝英

镇芝英八村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房子叫尚道故居，这座四

合院古宅，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破旧不堪。故居刚刚修

缮完工，仿佛一夜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 日上午，故

居迎来了一拨又一拨客人、乡邻，故居主人搭台唱戏、设

坛祭祖、品尝小吃，共庆故居新生，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应故居主人应益武之邀，我们一行十余人也赶了趟热闹。

在应益武的热情引导下，我们一行进宅门、穿天井、

入客堂、上楼房，老式楼梯、檐头横梁、花格漏窗，漫溢出

缕缕清香。楼上厅结构特殊，内空高、梁架大，整个上厅

显得很宽敞，正是为教学之所用。尚道故居的建筑风格

颇具特色，在全省都十分少见。步出后门即是方塘，只见

众人举起手机与相机对着“方塘书阁”石匾拍个不停。应

益武介绍，尚道公之子方塘公带头倡导读书之风，因居临

方塘，就从原住屋旁边构筑楼阁，聚书万签，名其阁曰“方

塘书阁”。市图书馆那天赠送第一批300册图书过来，不

久，故居将重现当年读书之风。

漫步方塘小径，似乎还可以听见芝英镇第一所家塾

传出的朗朗书声。先祖应尚道（公元 1433-1485），十分

崇尚教育，当年重金聘请名儒设家塾教育子侄，自己也日

夜督学。随后数十年间，子侄中试者众多，其中有 3 位举

人、2位进士。其心其志其举令人钦佩！这也是子孙们重

修故居、弘扬儒风的原动力吧！

我们折回院子，踏进左侧厢房，已不见昔日破旧的痕

迹，屋内整理得干干净净。“这里原是我父亲开的家庭工

厂！”应益武说，院子里原先住着7户农家，改革开放后，住

户先后都搬到外面住了。由于年久失修，故居日渐破旧，

已成危房。在老二应益峰的倡议和牵头下，早有此意的

七兄弟一拍即合，故居修缮方案很快形成了。对此，芝英

八村两委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修复工程从今年6月27

日启动，3 个月后故居就重现生机、重放异彩。故居建筑

面积426平方米，共有堂屋、厢房、门房及配房等18间，重

檐结构、两层檐口，呈现出鲜明的明代建筑风格。首期投

入的150多万元资金，按照各户拥有的产权面积分摊，并

且成立了“应尚道故居管理委员会”，实行权、责、利结合。

抢救修复古建筑，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目前，农村

尚有不少有价值的祠堂故居急需修缮，光靠政府投入是

远远不够的。调动民间积极性参与修缮，无疑是一条重

要途径。应氏七兄弟带了个好头！

大堂里飘出一股香火味，祭祖仪式正在进行。应尚

道先祖含笑接受裔孙们的膜拜，收下了这份牢记家规、继

承传统的答卷。此时此刻，我们也和其他在场人一样，聆

听了一堂不忘根系、感恩思孝、端行修德、重教兴学的人

生功课。

修缮故居念先祖
□朱有抗

空中看永康之

金胜山秋色
记者 林群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