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就42万字 他记下永康城南的传奇变迁

历时2年多 他放下生意进行抢救性挖掘

与卢 振 宝 先 生 结 识 是 源 于 之

前城市更新工作中的一次采访，彼

时记者听闻有一拥有高租金回报

的店面房拆迁户，非常支持南苑区

块旧城改造工作，在改造过程中带头

签约。

商铺店面在很多人心中有着不

一样的地位，也一度成了征迁过程中

的一大棘手难题。回忆起此前采访

的场景，记者历历在目——当时采访

对象是卢振宝的妻子金月红。当说

起征迁工作时，她慷慨地说：“有什么

不舍得的，尽管我们家的店面确实地

段好，收入也不错，但我觉得还是要

跟着时代发展的潮流，收这么多年的

租金是时代发展的红利，已经够好

了，难不成现在社会要继续发展，我

们还阻拦不成！”

“有什么不舍得的。”——这是金

月红在采访中反复说起的一句话，令

记者印象深刻。

但采访完卢振宝之后，记者总觉

得他们夫妻俩所说的话未免有些“前

后不一”。

当记者听到卢振宝放下生意，挨

家挨户去搜集资料的故事，听到他奔

波多地查询史料的抢救性挖掘行为，

当记者读罢 42 万字的《南园十八处》

一书时，明明看到的是他们对这片土

地的深深眷恋与不舍。而卢振宝夫妇

的舍与不舍，其实是矛盾中的不矛盾。

如果说，金月红的“舍”，是以广

阔胸怀拥抱南苑的新时代；那么，卢

振宝的“不舍”，则是对这片传奇土地

的深深回望。其实，殊途同归。

他们的“不舍”，源于对故土和家

乡深深的爱；而他们的“舍”，则是对

全新未来的满满期待。

融媒记者 胡锦

用文字抒发“不舍”用行动诠释“舍得”

拆迁户倾情著书记录城市更新
从土地肥沃、物产

丰富的永康“粮仓”，到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

“桥头堡”，永康城南区块的发展有
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更反映着永康
的历史变迁。2021年，永康启动史
上涉及面积最广、人数最多的城市
更新行动，老旧的城南区块迎来涅
槃。世代生活的土地即将发生巨
变，拆迁户卢振宝心中五味杂陈，辗
转难眠数夜后，决定动笔写些东西。

从生产电动工具的企业负责
人到《南园十八处》一书作者的转
变并不容易，更何况卢振宝的文凭
不高，从下笔那一刻起，他注定将
开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4月11日，记者与卢振宝面对面

交流，了解《南园十八处》背后的创作

故事。

面对这部花了 2 年多时间写成

的作品，他心中像对自己的孩子般

珍视。

对很多人而言，“南园”这个地名

有些陌生，甚至没有听说过。卢振宝

告诉记者，南园这个地名其实由来已

久，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南苑”却不

知道“南园”，这让他觉得很遗憾。事

实上，南苑只是南园的其中一部分，

他之所以完全放下企业的经营事务，

就是为了潜心研究和搜集资料，对这

片古老土地上的故事进行抢救性挖

掘，让南园能为更多人所知。

在前言部分，卢振宝开门见山地

介绍道：“放眼城南，东起高镇桥，西

至溪口村，南起金胜山、黄务山，北至

永康江南岸，这六七十平方公里的

‘南园畈’，在一千多年前，‘南园’的

地名，早已深深地嵌入这片土地中。

因此，‘南园’的地名是‘南园畈’之父

也。正在拆迁的‘南苑区块’只是其

中之小部分。”

在这本书中，卢振宝用九个章节

将这片神奇土地的过往娓娓道来，包

括民俗文化、历史名人、发展变革以

及传说典故等。

从各朝各代各家族来到这片沃

土生活，到后来乡绅财主在此购置良

田，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

卢振宝笔下不仅仅是南园这片土地

经历的沧海桑田，还有在这里上演的

真实历史。

“乡土故人”章节写到了清末永

康名人沈荣卿、民国乡绅卢士希的家

族以及上海道台应宝时设立“义庄

田”等故事。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在写书过程中，卢振宝不仅实地

搜集了大量口述史，还结合史料对内

容进行求证。

“作为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我亲眼看见了这里的人由少变

多、区域由乡村变成城区的神奇变

化。”卢振宝说，一方面，我很期待城

市更新后的全新面貌；另一方面，我

对这里的一切十分不舍，于是我就将

企业全部交给儿子，希望用自己的力

量留下这片土地上的那些故事。

1960 年出生的卢振宝曾做过铜

匠、采过石头、修过磅秤，在改革开放

后开始跑业务、办工厂，是改革开放

的亲历者，也是永康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见证者。

“为了这本书，我走街串巷拜访

村民，两年间跑遍了全国能跑的图书

馆、资料室。”卢振宝说，“那时我见人

就问关于南园的事情，甚至让人觉得

我疯了一样。”

2022 年 12 月，仅历经 40 天，南

苑区块旧城改造项目城中村改造签

约提前完成了 1189 户 100%签约，

速度之快令卢振宝更觉时间紧迫，

唯恐一耽搁就无从回头，他整日整

夜地扑在《南园十八处》的研究与考

证中。

卢振宝的妻子金月红告诉记者，

这两年，不断有身边的亲友说，阿宝

要是把这写书的大把精力花在赚钱

上，那得多赚多少钱啊！

金月红却回应道：“钱再多，都

是要花完的，南园的历史要是没有人

去记录下来，可能也就真的无迹可

寻了。”

改革开放后，永康经济社会迅

速发展，城区面积亦在发展中成倍

增加。

作为永康城区最佳的扩展方

向，南园畈在短短几十年里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紫微桥、丽州桥、

解放桥等桥梁连接了江的两岸；丽

州路、华丰路、城南路等城市重要道

路也在南园畈的土地上纵横贯通；华

丰菜场、体育馆等生活配套设施不断

完善⋯⋯当初江对岸那片散落着寥

寥几幢农屋的良田沃土，已然成了人

口数万的主城区之一。

“城市快速拓展过程中势必存在

短板⋯⋯建筑凌乱的南园老村，如同

一块伤疤，嵌在永康城区 40 余年。”

卢振宝在书中写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园人，卢振宝

深深爱着这片土地，同时也深深了解

这片土地的伤痛。记忆中那个依南

溪水、傍黄务山、居南园畈的魅力村

落令卢振宝怀念不已，同时这个城不

城、乡不乡的地方也让他感慨万分。

于是，卢振宝将视角看向了曾生

活在一起的乡里乡亲和街坊四邻。

此外，老字号烤鸭馆的创始人、菜场

的摊主和会计，甚至在腾空现场被遗

落的一只独特的老竹篮⋯⋯都成了

他好奇的对象。

为更好地反映早年间在这片土

地上存在过的老手艺，他还专门请人

绘制了十幅传统工匠画。他向村里

人一个个询问、一处处查证，对每处

老建筑进行反复观察、反复丈量和求

证，遇到难点疑点，就去相关部门和

周边村落查阅地方史志和宗谱。

得道多助。尽管卢振宝在写书

之初也没有很高的目标，但由于其热

心与执着，在这个过程中有了很多意

料之外的收获。其中，就包括 8 张随

书出版的珍贵地图。

“你看，这地图上面很多内容就

佐证了我书中的观点，也给我的研

究提供了很多方向。”说起这套老地

图，卢振宝如数家珍，“这是我意外

在好友徐立斌先生那里发现的，沟

通过后他答应我一起出版，真是如

虎添翼。”

眼前这 8 张泛黄的老地图是民

国时期永康县崇道乡的土地地图，图

上清晰记录着《南园十八处》中提及

的名人田地及地理位置，为卢振宝的

很多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

从城南，瞥见永康。卢振宝从公

元 1200 年的南苑畈写到了民国时

期、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后，

记录了这片土地的神奇蜕变和凤

凰涅槃。随着这部共 42 万字的《南

园十八处》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

出版，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

了企业家向作家的转变。

目前，此书首版总共印了 1500

套，这些耗心耗力、视若宝贝的书，他

打算全部用来赠送，送村民、送朋友，

送给所有关注永康南园这片热土的

人们。

卢振宝在市文史馆分享城南发展史

卢振宝手绘村庄面貌

卢振宝的作品《南园十八处》

卢振宝（左一）与村民合影留念

■记者手记

卢振宝夫妇的“舍与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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