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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市陈亮研究会、舟山镇

人民政府、民革永康市基层委员会联

合主办的“农商互藉 文学赋美”——

2024 碧湍舟山笔会暨龙川事功实践

活动落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赋能

美丽乡村建设。三天时间里，全国知

名作家、诗人、教授、永康市作协和陈

亮研究会会员等 50 余人参加了一系

列活动。

跨时空寻文化之根
《<龙川文集>选注》首发

4 月 27 日，《<龙川文集>选注》

首发仪式暨座谈会在龙山镇普明禅

寺举行。

陈 亮 ，字 同 甫 ，世 称“ 龙 川 先

生”。他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是永

康学派的创始人。其倡导的“义利并

举、农商并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

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以来浙江经

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龙川文集》

《龙川词》等传世。

《<龙川文集>选注》是“浙江文

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点课题之

一，全书共选注了陈亮政论文 20 余

篇、词数首，是陈亮文化研究的又一

重大成果。该书的注释等由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陈亮传》作

者卢敦基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庄国瑞共同完成。为了让读

者更好地读懂陈亮、了解浙学经典，

该书每篇作品均包含“解题”“原文”

“注释”与“研读”四个部分。

今年是陈亮逝世 830周年，在陈

亮的读书之地普明禅寺举行《<龙川

文集>选注》首发仪式暨座谈会，有

着跨时空对话先贤、寻根文化的意

义。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龙川文集>选注》一书可读性强，

展现了陈亮一生刚毅坚执的行事风

格、大胆务实的思想风貌和豪放不羁

的独特个性。该书的出版发行，使

《龙川文集》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方便

广大读者更好地研究、传承和弘扬陈

亮文化。

走进“艺山义田”
见证文学赋美乡村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4 月

27 日下午，活动嘉宾来到舟山镇端

岩村，举行陈亮研究会“艺山义田”人

文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同时启动“农

商互藉 文学赋美”——2024 中国作

家走读永康碧湍舟山笔会暨龙川事

功实践活动。

何为“艺山义田”？在市陈亮研

究会会长章锦水看来，“艺山”是艺术

的山，是学者、作家们对于文学、学术

如山般的积累。“义田”则是道义的

田，是学者、作家走入乡村，播种文

化，让文化为乡村振兴赋能铸魂。

对于“艺山义田”人文实践基地

在舟山镇扎根，民革永康市基层委主

委马雄英表示，此举不仅壮大陈亮文

化的研究阵地，为陈亮文化的弘扬发

挥重要作用，也为碧湍舟山的发展注

入一汪文化活水。

这是陈亮研究会在继前仓镇、西

溪镇之后，设立的第三个陈亮研究会

“艺山义田”人文实践基地。

授牌仪式上，民革永康市基层委

员会向陈亮研究会捐助 2 万元，用于

此次实践活动，并鼓励广大会员深入

舟山开展创作活动，用心灵感受这一

方绿水青山，用手中的笔记录山村巨

变，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

诗人采风舟山
共享文学盛宴

舟山地处永康东南一隅，尚遗桃

源之风。如果说永康是一幅水墨画，

舟山就是那枚小小的印章。所到之

处，作家、诗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

舟山悠久的历史、瑰丽的文化，也看

到了在岁月长河过程中形成的优秀

传统文化通过持续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正在焕发勃勃生机。

神秘久远的古岩画、崎岖蜿蜒的

铜山岭古道、白鹭翩跹的杨溪湿地、

气势恢宏的岩宕群都留下他们探究

的足迹。在舟二村，至今保留近百幢

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古民居群⋯⋯祠

堂、炮楼、枪眼、古井、马头墙，堪称中

国建筑的瑰宝。

4月27日晚，在端岩村端头自然

村塘湖山庄，30 来位本地诗人及诗

歌爱好者，与《草堂》总编熊焱、编辑

吴小虫面对面，倾听两位诗歌专家点

评习作。两位资深诗歌编辑对 107

首诗歌，进行一一点评，既有理论层

面的疏脉解惑，又有诗歌实践上的指

点迷津。4月28日晚，活动迎来第二

个高潮。斯继东小说、汗漫散文讲座

在塘湖山庄如期举办。斯继东作为

当代著名小说家，以其独特的文学风

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赢得广大读

者喜爱。而汗漫则以其优美的散文

作品和细腻的情感描绘赢得文坛的

赞誉。他们通过分享创作经历和心

得，为永康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带来了

一场文学盛宴。

融媒记者 胡莹璐 王佳涵

采风现场

与陈亮擦肩 为岩宕写诗
——2024碧湍舟山笔会暨
龙川事功实践活动侧记

60年前，我们24名18岁至21岁的城里

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胸戴大红花，在县知青

办安排的欢送中，乘客车插队落户与武义交

界的偏僻的大屋公社跃利大队（现为花街镇

梧龙村），经受磨炼。在那片土地上，我们留

下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下了爱情和友

谊，也留下了汗水、眼泪和希冀，同时学到了

许多农事知识，并领略到了山村农民的勤劳

善良和淳朴的品性。

60年后，我们这些老知青重新踏上这片

土地。我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因为这片

特殊的土地，才使我们有了60年后的重逢。

立夏前的一天，我们这些年近八旬（有

近 10 名知青已作古）的 13 名老知青又来到

跃利村。此前，该村的陈月修老太与老知青

楼晶玮约好，同乘公交车在金古泉下车，月

修老太当向导，领我们一行向南走。60 年

前，这里都是黄金泥山小路，两边是松树，而

现在是厂房高楼林立。

刚来到梧涧自然村文化礼堂门口，乡亲

们早已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多数已认不

得这些乡亲，因为当年曾与我们共同劳动生

活的他们的父母辈，多数已作古。而他们却

像冥冥中得到父母的嘱托似的，与我们热情

握手交谈，自我介绍父母是谁。82岁的昌龙

和80岁的彩娥是夫妇，他们热情地拉着我的

手，认出了我是高军。还有当年高个子妇女

月梅，虽已年过八旬，但身体硬朗。她与我

们回忆起了当年的许多往事，以及近年来村

里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变化。

我们永远忘不掉，当年24名知青居住在

毛车前的情景。这是一幢十三间的泥墙土

屋，抬头见瓦片，夏热冬冷。我们二三人一

间，合伙蒸饭，各自备菜，生活艰苦。刚来到

这里时，时值七月，骄阳似火，我们24人分配

到三个生产队。我们学会了割稻、拔秧、插

秧、耘田。我还学了耕田耙田。

秋分节气后，农活少了，按公社领导要

求，我们发挥知青有文化的作用。除了在墙

上写毛主席语录外，公社干部金立星还要我

们去组建农村俱乐部文艺宣传队。他找来

一些文艺节目的演出资料，排练节目。楼晶

玮还去县文化馆借来服装道具。我和正谊

会拉二胡，自然做了伴奏。下雨天，无农活，

我们就在毛车前排练。

记得那是农历十一月的一天，金立星安

排村里贴出通知：明天夜里在村祠堂由村里

知青演出文艺节目，同时还通知邻近的金古

泉、枫树塘的乡亲们，请他们也来看演出。

现场，晶玮、金桂、培昆、明荣、玉如等早

早化妆，穿上演出服，等待演出。

明亮的汽灯下，晶玮与培昆的《逛新

城》，以其风趣幽默的对唱，吸引了观众们的

眼球。相声《二块六》，以其滑稽风趣的对

话，惹得观众们笑得合不拢嘴。我们还上台

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直至演出结束，

观众们才依依不舍走出祠堂。

知青们的精彩演出，很快传遍了大屋公

社、倪宅公社，几个村还派代表邀请我们去

他们村里演出。

还记得，19 岁那年，公社推荐我当大队

会计，到公社参加会计业务培训时，金立星

定要我给会计们学唱《勤俭歌》⋯⋯

乡亲们的交谈把我从遥远的回忆拉回

了现实。我们结伴去了当年住过的毛车前

土屋旧址，现在已变成四层楼房。去龙盘岭

自然村，昔日破旧的农舍，现在大多建成二

三层高的新房。当年的老朋友土明见到我

们很高兴，大家一一握手、叙旧。他妻子还

拎出牛奶分赠大家。我们不论走到哪里，老

人小孩都热情与我们打招呼。

梧龙村村干部热情地请我们在村里吃

中饭。

当天下午，我们又在村文化礼堂和当地

青年唱歌，愉快的歌声飘荡在山村田野。

告别乡亲回到城里，陈月修又再三邀请

我们去她女儿开的饭店吃晚饭。

我深深地被乡亲们的热情所感动，于是

写下了这些文字。

老知青回山村
□柯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