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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忠良主讲“五金之都·悦读讲堂”

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
本报讯（融媒记者 徐婷婷） 6 月

21日上午，“五金之都·悦读讲堂”第三
场活动在五金城新潮书店开讲。省政
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浙江社会文化
研究院院长、永康芝英历史文化研究
会会长应忠良返乡做客，以《有故乡的
人是幸福的——关于<乡亲不老>一
书的写作与思考》为题，与市民分享笔
下悠远乡村的真实图景。

活动现场，应忠良获聘“五金之
都·悦读讲堂”活动特聘讲师。讲座
中，他围绕故乡情结，深入阐述新书

《乡亲不老》的创作初衷与理念，强调
故乡是生命的底色，是游子的精神源
泉与前行动力。同时，应忠良展示了
历史素材与图片收集及写作过程，其
写作素材的收集贯穿人生各个阶段。

《乡亲不老》一书中的 25 个人物
大多是应忠良的亲友、邻居和长辈，他
通过与亲友访谈、多渠道收集历史资
料等方式，描绘了芝英镇普通百姓的
生活经历与命运，展现特定时代的社
会现实。

“我已经都看过书了，写得真是有
血有肉，好看。”90 多岁的市民胡玉为
听完讲座后，还将这本书推荐给亲朋
好友。

应忠良感慨道：“没想到有这么多
乡亲父老来听我分享，这是对我作品

莫大的肯定和鼓励。未来，我会继续
关注家乡，用文字留住更多乡愁记
忆。”

近 年 来 ，我 市 依 托 民 营 经 济 发
达、企业众多的特点，积极推进非公
企业阅读服务体系建设，以“五金之
都·悦读讲堂”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文
化活动为载体，激发全民阅读热情。

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朱丹介绍，一方
面在企业植入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设置图书驿站、图书漂流点等，为五
金城周边企业及职工子女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通过发挥非公企业阅读服
务联盟成员单位力量，设置阅读讲
堂、非遗课堂，覆盖不同群体，推动全
民阅读。

应忠良与市民分享笔下悠远乡村的真实图景

百年前，在古山镇前塘沿附近，曾
矗立着一座百岁坊。这座明嘉靖年间
为旌表百岁老人应锦而建的牌坊，已
在岁月长河中消逝，唯余承载其精神
的“百岁太婆”祠堂留存至今。近日，
记者走进古山，追溯这座建筑及其背
后感人至深的慈孝故事。

应锦生于永乐元年（1423 年），逝
于嘉靖三年（1524 年），享年 102 岁。
在人均寿命仅 40 余岁的年代，她的长
寿堪称奇迹。而奇迹的根源，正是她
一生秉持的尊老爱幼、心地善良的品
格。

应锦自幼便以孝顺懂事闻名。10
岁那年，母亲身患重病，年幼的她毅然
担起照顾母亲的重任。无论是延请郎
中、煎煮汤药，还是悉心制作调理膳
食，她都亲力亲为，无微不至。在她的
精心照料下，母亲的病慢慢好起来。

成年后，应锦嫁入胡家，成为胡埙

之妻。在夫家，她恭顺夫婿、勤俭持
家、孝敬公婆，深得全家敬重。知公公
好酒，她年年种植糯谷，亲手酿制黄
酒，确保公公有酒常伴。日常更是不
时奉上可口小食，令公婆赞不绝口。

为使家计宽裕，应锦用自己的嫁
妆购置田产。然而，公公的兄弟要求
将这些田产归入家族共有，遭公公拒
绝。兄弟固执难劝，公公意欲告官。
得知此事后，应锦及时劝解道：“勿以
爱子之情而失同胞之义。”公公深感其
言有理，遂打消了与兄弟对簿公堂的
念头，家庭和睦得以维系。

在应锦的言传身教下，胡家上下
和睦相处，妯娌邻里间亦充满了友爱
之情。当家中聋哑姑姑因残障难觅姻
缘时，应锦慷慨解囊，将自己名下的20
亩良田作为嫁妆，为姑姑招婿入门。
她视姑姑的孩子如己出，悉心抚育直
至成人。这份超越血缘的深情厚谊，

让邻里无不为之动容，传为佳话。
逢灾年歉收，饥民告急，应锦亦毫

不犹豫地开仓赈济，施舍财物与食物，
尽显其贤良德行。她的善行不仅赢得
乡邻称颂，更为后世树立了不朽的慈
孝典范。

应锦的德行最终得到朝廷嘉许。
因教子有方，其子胡瑛于明成化甲辰
年（1484 年）高中进士，官至山东按察
巡海副使。母因子贵，朝廷敕封胡埙
为大理寺右评事，敕封应锦为孺人。
应锦百岁辞世后，胡氏后人奉旨建造
百岁坊，以纪念这位慈孝传家的伟大
女性，使其美德百世流芳。

融媒记者 王佳涵 整理

在永康电台明亮的演播厅里，程心
悦踮起脚尖，小手触摸着专业麦克风，
眼睛亮得像盛满了星星。第一次走进
这个“会说话的神奇房间”，她好奇地张
望着眼前闪烁的指示灯和巨大的调音
台，仿佛踏入了声音编织的童话世界。

今年 7 岁的程心悦，是幼儿园大班
一个安静又爱笑的女孩。平日里，她的
双手总忙着画画、拼图和搭积木，用色
彩与形状构筑自己的小宇宙。

自 2024 年在语翼口才艺术中心学
习口才以来，程心悦的生活悄然发生了
变化。她不仅掌握了用声音表达的艺
术，更发掘了内心深处对语言表达的深
厚热爱。从清晰的吐字到细腻的情感

表达，从得体的仪态训练到自如的即兴
讲述，程心悦在反复练习中逐渐把握了
节奏与重音的精髓。那些曾深藏心底
的奇思妙想，如今终于找到了自信表达
的出口。每当站在舞台上，面对麦克
风，她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与快乐。

“站在舞台中央，灯光柔和而温暖，
仿佛被阳光紧紧拥抱。”程心悦这样描
述她第一次登台的感受。程心悦的妈
妈向记者表示，女儿的变化让她既惊喜
又欣慰。以前，程心悦虽然偏爱安静的
活动，但在公众场合常常显得有些害
羞，不善于表达自己。她说，自从女儿
成为电台小主播后，不仅语言表达能力

显著提升，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和外
向。“小主播的体验就像为她插上了飞
翔的翅膀，让她勇敢地飞越了胆怯的高
山。”程心悦的妈妈说道。

此次参与《星河乐园》少儿栏目的
录制，为程心悦开辟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主播台前，她用稚嫩的声音朗读了作
品《妈妈的七十二变》，从妈妈早晨忙碌
的身影，到晚上温柔的陪伴，每一个场
景都在她的声音中变得鲜活起来。谈
及这次录制节目的感受，她激动地表
示：“在电台录制的感受太奇妙了，我能
清晰听到自己的回声，感受到自己的声
音的力量和美好。”

融媒记者 吕晓婷 程心悦生活照程心悦生活照

程心悦：电台小主播让我进入声音的童话世界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近日，

“人龙文虎的悲壮人生——陈亮其人其

事及学说”专题讲座在杭州南宋德寿宫

遗址博物馆举办。陈亮研究会会长章

锦水以原创编写的连环画《人龙文虎陈

亮》为叙事载体，带领观众深度还原永

康学派创始人陈亮“义利双行”的经世

思想轨迹，以及其九死未悔的悲壮爱国

人生。

作为陈亮文化研究的深耕者与传

播者，章锦水表示，在承载南宋记忆的

德寿宫讲述陈亮，恰是对宋韵文化血脉

的寻根与激活。

据了解，陈亮的一生是烈火淬炼的

浙东硬汉写照。其贫瘠故乡磨砺出务实

倔强的风骨；以一介布衣之身，他不畏强

权，两度入狱仍三度上书直谏皇帝，堪称

南宋最硬的“民间智库”。

章锦水把陈亮的悲壮人生列成四

幕剧：少年著《酌古论》显露锋芒，狱中

血书明志彰显铮铮铁骨，与朱熹展开震

古烁今的“王霸义利之辩”倡言“功到成

处，便是有德”，51岁高中状元却壮志未

酬身先死，徒留“男儿到死心如铁”的千

古绝唱。

为立体呈现陈亮，讲座生动讲述了

“铜钱测水”的务实、“鹅湖斩马盟誓”的

豪情、“竹林讽谏”的气节等故事，揭示

其性格与思想核心。章锦水剖析陈亮

事功思想的先锋性：反对朱熹空谈天

理，强调“道在事中”与实践出真知；打

破“重农抑商”传统，提出“商农相成”并

亲身实践；主张“金银铜铁溶作一炉”的

不拘一格用人才，极具前瞻视野。

从陈亮的“义利合一”到浙商“四千

精神”，其事功哲学早已融入浙江人的精

神血脉。放眼世界，陈亮融合德性与功

利的探索，被学者比肩卢梭、穆勒等启蒙

先驱，为现代人格构建贡献东方智慧。

“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讲座借陈亮

之问，设想其若见今日浙江的商贸科技

盛景，定欣慰于印证“商贾亦是国本”的

先见，并邀请观众通过《人龙文虎陈亮》

连环画体悟其智慧对当下的启迪。

讲座结束后，不少听众仍不停交

流，分享自己的见解，畅谈讲座带来的

启发。

这场讲座不仅是对这位南宋俊杰

的赤诚致敬，更在宋韵文化的遗址之

上，擎起一盏照鉴未来的思想明灯——

让浙学的精神星火穿透历史烟云，在新

时代的文明苍穹中持续闪耀灼灼光华。

古山百岁坊：慈孝传家的不朽丰碑

先贤智慧映照当代精神

陈亮故事走进
德寿宫遗址
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