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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脊高檐上的人间烟火

来到象珠镇，一定得去贯穿象
珠一至四村的老街走走。在这条
全长约 1 千米的老街上，百余间明
清时期留存下来的店铺藏在深棕
色的门板后面。屋檐之间，一条条
细绳串起一盏盏红灯笼，远远望
去，尽显古朴悠然之态。

行走在老街中，您可得多留个
“心眼”，否则稍不注意就会和“藏”
于街中的百年老店擦身而过。徐

兴 刚 经 营 的 剃 头 店 就 是 其 中 一
家。自幼时跟着母亲学艺，到接手
经营这家剃头店，今年82岁的徐兴
刚握了60多年的剃头刀，店内也一
直沿用着老式推子、折叠剃刀、铁
制理发椅等工具。

此外，位于清渭街村的应树德
堂也是一家名声远播的百年老店。
应树德堂代有名医，尤以妇科为专
长。昔日凡妇女胎前产后病患者，

只需其家属到店口述病情，即可开
方取药，数剂立愈。此后，民间也
一直流传着“胎前产后清渭街，叫
娘叫爷岩下街”的民谣。

在象珠镇的 2 条老街上，不少
店铺仍保持着旧时原状。它们弥
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让身处其中
的人有种恍惚了时空的错觉，仿佛
也能依稀见到几分古时“商贾云
集，人声鼎沸”的模样。

听一砖一瓦下的旧时故事

在象珠老街的街道两侧，散布
着一幢幢年代久远的古祠堂和古
民居。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位
于象珠四村的齐家堂。

齐家堂又名五进厅，是浙江省
唯一一座“五进民居”。齐家堂由
徐盘（慎修堂智十公，字寅生）建
于明嘉靖八年（1529 年），坐西朝
东，东西长四十二丈（140 米），南
北宽十五丈（50 米），共有 102 间
房间，最热闹时曾住有 120 户 600

多人。
除齐家堂外，始建于乾隆年间

的奇三公祠（又名寿常公祠）也是
象珠镇的一块“金字招牌”。奇三
公祠整体建筑宏伟壮丽，建造时的
用料也极为考究，特别是房梁屋柱
上的雕刻更为精细，从飞禽走兽、
山林野趣到吉祥文字、八卦门神等
样样栩栩如生，其精美程度在全市
范围内都较少见。

此外，象珠镇还集聚着古粮仓

（明）、九进堂（明）、植本堂（清）等
众多年代久远的历史建筑。同时，
象珠镇还有一口辖区内居三“最”
的里厅井（古称四龙泉井）。据口
碑相传，里厅井建于明代，其第一

“最”为最早，距今已有 500 多年的
历史；第二“最”为最深，井深达 13
米；第三“最”为最好，水内含丰富
微量元素，水质甚好。若您感兴
趣，不妨亲自前往象珠镇一探究
竟。

赏山水古桥间的怡人景色象珠的美景
来到象珠镇，还有一处您一定

不能错过，那就是名扬浙中的魅力
第一山——尖山（又名珠山）。

到尖山的路有很多条，多数人
首选百步岭古石阶道，途中可在锄
云亭小憩片刻，欣赏满树繁花里的
怡人景色。半山腰有座雄伟的狮
象门，两侧的金水牛和黄大仙塑像
栩栩如生。山顶还有高耸入云的 9
层珠宝塔，边上有一座规模宏大、

梵音袅袅的箭山寺（始建于梁代大
同年间，是永康早期的主要佛寺之
一），香火十分旺盛。

尖山脚下，宝带河细水长流。
站在宝带河的廊桥上方，不仅能感
受拂面而来的徐徐清风，也能透过
脚下潺潺的流水欣赏鱼水欢腾的
动人景象。

看过了宝带河，您不妨去素有
“中国古桥博物馆”之称的峡源村

看看。峡源村村口有三棵大枫树，
其中最大的一棵已有 290 多年树
龄，最小的一棵也有210多年树龄。

峡 源 村 内 有 大 小 古 桥 近 40
座，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已有 680
多年的历史。石拱桥的一边是村
里的广场，碰上阳光灿烂的日子，
不少村民围坐在这里话家常。这
份惬意懒散，让身处其中的人都能
体会到如闲云野鹤般的潇洒。

象珠一至四村、清渭街村成功创建省AAA级景区村庄

象珠美丽升级 古镇蓝图可期

□记者 王靖宁

忆能人智者中的义行善举象珠的故事
历史资料考证，公元1200年前

后，胡、陈、徐、郑、王等姓氏族人开
始陆续迁入象珠镇居住。他们的
后代中不乏能人智者，也留下了不
少值得后人称道的义行善举。明
代的王世德就是其中之一。

王世德（1577 年—1639 年）字
长民，自幼怀有“温饱不求，忧乐同
民”之志，24 岁考取进士，因才能出
众，一路从福建泉州同安知县做到

了云南巡抚。王世德为官清廉，所
得俸禄赏赐多数用于扶困济危，自
己却节衣素食。因仰慕宋状元陈
亮的才品，王世德作《五论》，为弘
扬陈亮文化作出了不少贡献。他
是当时永康学派事功文化的重要
传播者。

除王世德外，象珠历史上的名
人还有宋状元陈亮的成长导师何子
纲（1110 年—1175 年）；以“人以润

一 时 ，我 以 润 后 世 ”为 志 的 王 聪
（1366 年—1419 年）；轻财重义、乐
善好施的王赵（1394年—1442年）；
治家有方、广庇贫民的王纶（1457
年—1534 年）；立朝直声、忠孝爱民
的王楷（1513年—1573年）；鞠躬尽
瘁、赤胆忠心的王世钫（1597 年—
1636 年）等等，他们的德行为后人
所景仰，其生平故事得以口口相传，
影响后世子孙崇文重教。

品市井街巷内的乡愁味道象珠的美食
象珠镇不仅有美景，还有不少

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只要尝过一
口，定能勾起藏在您味蕾里的乡
愁。

象珠的美食大都藏于市集中，
靠味道“揽客”。位于农贸市场的
博宇麻糍就是其中一家。

“我家的麻糍一直坚持古法制
作，材料也都是选用上好的糯米和
红糖，且绝不添加其它调味剂。”博
宇麻糍的制作者胡博宇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自家麻糍口味正宗、口感
独特，才能让“博宇”名扬永康城
乡。

除了博宇麻糍，象珠二村村民
王文瑞制作的小麦饼也是远近闻
名。今年 66 岁的王文瑞祖上三代
都以制作小麦饼为生，靠着这份祖
传的手艺，不少永康及周边地区的
食客都会专门驱车赶来购买。

此外，三渡溪冷水茭白、黄岗
蜜桔、荷沅黄瓜、官川京枣、椒坑大

蒜、峡源枇杷、手工发糕⋯⋯这些
响当当的特色农副产品也都是象
珠美食界的“扛把子”。这些“老味
道”，真正承载起了我们对家乡那
份无可替代的情感。

采访中，象珠镇党委书记施一
军告诉记者，下一步，象珠镇将立
足现有资源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真正让古镇活起来、火起来，让
重现古韵的千年古镇，真正成为建
设“大美乡村”的最大“靠山”。

日 前 ，2019 年 度 浙 江 省
AAA 级景区村庄名单出炉，象
珠镇象珠一至四村、清渭街村榜
上有名。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
努力，这片古朴的集镇古村落焕
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迎来
了新时代提档升级发展的新机
遇。

象珠镇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和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
珠峰为屏，村环宝带（河），众多
的宗祠、古民居、古商铺等旧时
建筑令人流连忘返。自 2015
年被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后，
象珠镇以大气魄绘就大蓝图、以
大手笔推进大建设，陆续投入上
亿元用于古镇的保护和开发，使
得古韵象珠魅力渐增，风华再
现。

探岁月长河里的文化瑰宝

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象珠
镇文化气息浓厚，锡雕、竹篾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扬四方。这其中，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狮图”
的名号最为响亮。

据传，“九狮图”的起源最早可
追溯到宋代。在宋高宗时代，有
小孩用野草扎成草狮子，用野花
扎成绣球，以四尺凳为狮架，以竹

竿 做 挑 头 ，用 麻 线 连 接 ，前 后 推
动，这种以草狮碰到绣球为胜的
游 戏 ，成 了 拉 线 狮 子 最 早 的 雏
形。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拉线
狮 子 有 了 单 狮 、子 母 双 狮 等 样
式。而后，象珠镇大吕村的吕兴
通、吕凤仪等人，将原来的子母双
狮图发展成了“九狮图”，在民间
迅速流传开来。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象珠镇
还有不少传承已久的民间习俗，如
每年的正月十八，象珠王氏子孙要
将长长的龙灯迎上尖山，俗称迎

“太公灯”；每年的年夜饭后，象珠
二村、三村村民要点“隔火烛”，祈
祷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可谓是“仪式感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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