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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柿子红。眼下，方山柿迎

来丰收季。走在舟山镇大路任村，房前

屋后、田间地头，柿子树挺立其间。远远

望去，红彤彤的柿子宛如一只只点亮的

灯笼，悬挂在枝头，好似一幅蕴含着田园

气息的美丽画卷。

满树的柿子历经春的孕育、夏的成

长，终于迎来秋的成熟。它们在阳光的

照耀下，红得透亮，红得诱人。除了品

尝新鲜柿子，村民们用传统的方式，将

柿子晾晒成柿干和柿饼，让柿子的甜能

够延续得更久。

在大路任村的晾晒场上，柿农胡

仙群和村民们正忙碌着，只见她们手

法娴熟地削去柿子的表皮，然后切块、

晾晒。

“我家的柿子树，从太爷爷开始就

已经有了，记不清楚有多少年了。”胡仙

群笑着说，每年这个时候，家人都会聚

在一起，摘柿子、做柿饼、晒柿干。这份

传承了多年的技艺，已经融入了他们的

血脉中，成为一种习惯。

经过精心处理的柿子，被整齐地摆

放在圆形的竹筛上，在阳光的洗礼和秋

风的吹拂下，逐渐失去水分，变得柔软

而有韧性。

“今年的天气还不错，柿干晒得

还比较顺利。”胡仙群说，晾晒柿干是

个技术活，每天都要仔细

查 看 柿 干 的 情 况 ，确

保它们能够均匀晾

晒 。 同 时 还 要 时

刻 关 注 天 气 变

化 ，遇 到 天 气 不

好 的 时 候 ，要 注

意 柿 干 会 不 会 发

霉。

“方山柿的采摘

时间一般在 10 月至 11

月底。”胡仙群介绍，“最近

天气比较好，大家都忙着做柿干和柿

饼。”她家种了三四亩柿子树，每年产

量达三四千公斤。10 月底，他们开始

采摘柿子；11 月份，他们会将剩下的品

相不太好的柿子做成柿干。阳光充足

时，从新鲜柿子到柿干，需要经过大约

一星期的晾晒；而柿饼则需要半个月

的时间。晒干后的柿饼表面渗透着一

层白霜，口感柔软绵甜，令人回味无

穷。

从正月施肥到三四月开花，再到结

果，直至 10 月份采摘，方山柿经历了大

半年的生长周期才迎来丰收。在大路

任村的晾晒场上，一眼望去，摆满柿子

的竹筛整齐排列，金黄透亮、光艳夺

目。这晒的不只是柿子，更是柿农们丰

收的喜悦和辛勤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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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英八村廉风传承馆的门外，一

位正在晒大豆的孙阿婆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阳光下，她坐在木凳上，手中紧

握工具，熟练地敲打着大豆，每一次敲

打，豆荚应声裂开，大豆如金色的雨滴

洒落在地上。

“家人都喜欢我做的豆腐，就想做

一些豆腐给他们吃。”当问及孙阿婆为

何晒这些大豆，她笑着回答，“趁着这几

天天气好，拿出来晒晒，太阳大的话两

天就能晒好了。”孙阿婆今年 92 岁，已

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就和女儿一起制

作。她的这份坚持，只为让家人吃上她

亲手做的豆腐。

孙阿婆向记者介绍了做豆腐的详

细过程：一斤大豆可以做两斤半豆腐，

按照这个比例把大豆浸泡 6 个小时，然

后捞出。经过磨浆、过滤等一系列工

序，将豆浆倒入大锅中加热煮沸。在这

个过程中，需要不断搅拌，以防烧焦。

待豆浆沸腾后，分多次加

入盐卤，继续搅拌，直

到豆浆开始凝固，最

后 将 其 倒 入 模 具

中压制成型。不

久 ，一 块 块 白 嫩

的豆腐便出现在

眼前。

“我不会现在

制作豆腐的很多新

花样，就是按照老一辈

传下来的步骤来做。”孙阿

婆的话，透露着她对传统豆腐制作过程

的坚守，“自己家做的豆腐，就是简单用

来蘸酱油、白糖都好吃，大家很喜欢。”

尽管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执着，

让她依然充满活力。

自家种的大豆，从播种到采摘，晒

干后，经历从豆到豆浆的转变，再到豆

腐脑的半凝固状态，最后重塑为豆腐

块。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孙阿婆的心

血与汗水。这不仅仅是她对豆腐制作

过程的精细把控，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

种传承和坚守。

如今，乡村的面貌已焕然一新，许

多传统的手艺几近失传。但孙阿婆心

中的“豆腐经”，却承载着满满的温情与

回忆。 融媒记者 李涵英

藏千秋 引客来
——走进芝英非遗馆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

在芝英镇，有着这样一座独特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它巧妙地融入了

应祖锡故居，未改其原有风貌，却

在其间添上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

的韵味。

步入非遗馆，仿佛穿越了时空

的隧道，回到了那个匠人精神熠熠

生辉的年代。每一个房间，都被精

心打造成独立的小展厅，它们如同

一扇扇窗，打开了通往过去的门。

一楼，五金技艺的展示区让人

目不暇接。打铜、打锡、打金、打

银、打铁⋯⋯这些古老的手艺在静

默 中 诉 说 着 匠 人 们 的 执 着 与 智

慧。每一件展品都凝聚着匠人的

心血与汗水，它们不仅是技艺的结

晶，更是文化的传承。人们在这里

可以目睹匠人们如何用双手创造

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感受那份来自

匠心的温度。

二楼展出的是本地非遗传统

美食与传统艺术。肉麦饼、发糕、

土面⋯⋯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人

们的味蕾，更承载着永康人民对家

乡的记忆与情感。展示区还陈列

着十八蝴蝶、拱瑞手狮等非遗节目

的表演照片和道具，让人们仿佛置

身于那些精彩的表演现场，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 我 最 喜 欢 这 里 的‘ 芝 英 三

宝’，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

贝。身为芝英人，我对它们有着特

别的情感。在这里，我可以看见手

艺的全过程，一步步深入了解，让

我对它们的工艺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住在非遗馆附近的村民应华

溪经常来这里逛逛，对打铜、打锡

等传统手工艺如数家珍。每当家

里来客人，他都会热情地带他们来

这里，一起感受这份来自历史的厚

重与美好。

“我经常过来玩，也带小孩子

过来，越看越有味道。”村民应志勇

说，非遗馆不仅让老一辈人的精湛

手艺和智慧得以延续，也让新一代

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永康的历史

和文化。

非遗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

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它不仅吸引了本地村民的目光，更

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参观者络绎

不绝。非遗馆管理员应美琴回忆，

起初这里并不为人所熟知，随着时

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走

进这座非遗馆。他们在这里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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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柿子树
长满幸福的光景

一块老豆腐
满是记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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