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现场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近

日，由市文史馆、市文联主办，市陈亮

研究会、市作协承办的《诗性思维与诗

意发生学》专题讲座和“永康诗群”作

品点评会在市文史馆举行。此次活动

特邀《诗潮》杂志主编、著名诗人刘川

担任主讲嘉宾。市陈亮研究会会长章

锦水及永康本土诗人、诗歌爱好者共

40余人参加。

刘川系辽宁阜新人，曾出版诗集

《拯救火车》《大街上》《打狗棒》《刘川

诗选》《西天的云彩》等，编著有《当代

诗词三百首赏评》《近代以来五绝全

读》等。其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曾

获得首届徐志摩诗歌奖、青年诗人奖、

人民文学奖。

讲座中，刘川以深厚的学识与丰

富的创作积淀，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诗

的发生与发展”这一核心主题。他创

造性地提炼出诗歌创作的八大要素：

诗之始、诗之序、诗之脉、诗之核、诗之

变、诗之“乱”、诗之“灾”，并细致解析

了诗性思维的八大鲜明特征：跳跃性、

反常性、空白性、指涉性、抽样性、命名

性、虚构性与反诗性。

刘川引经据典，从《诗经》的比兴

手法到现代诗的先锋实践，通过韦笳

《在布尔津，车里飞进一只苍蝇》、任意

《穿针》等经典诗作案例，生动展现了

诗意萌生与演变的奥秘。

在随后的“永康诗群”作品点评会

上，刘川对张乾东、杜剑等十余位永康

诗人的作品进行了专业细致的点评。

他高度肯定了永康诗人根植本土、关

注现实的创作情怀，同时就诗歌意象

创新、语言张力把控、思想深度挖掘等

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点评

会现场学术氛围浓郁，交流中智慧火

花不断碰撞。

章锦水表示：“通过持续的引进与

交流，永康诗歌创作定能更上一层楼，

精品迭出。”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朱林平说：

“未来将策划更多高品质的文学活动，

为推动永康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

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创新采

用“线下沉浸+线上共享”模式，线上直

播观看量逾 500 人次。众多参与者纷

纷表示，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创作与

点评并重的形式，对提升个人文学素

养与创作水平具有显著效果。

活动结束后，诗人们仍沉浸在热

烈的讨论中，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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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潮》主编传授诗意发生学

在华釜山脚下的古山镇坑里村，

行素公祠旁边，有一座名为资富桥的

小桥。跨过这座桥，攀上岭头，便是通

往西溪的古道必经之路——孝辈岭

（“辈”与“背”谐音）。这个岭名的背

后，蕴含着明代乡贤朱方两个孝道故

事。

朱方（字良矩，号适斋），自幼聪明

伶俐。然而，他在七岁那年失去了母

亲。父亲便教他读《孝经》，朱方也十

分争气，十三岁就能吟诗作文。

那些年，家乡连年遭受水患，家里

一贫如洗，父亲和兄长不得不离家到

邻村谋生。每天傍晚，年幼的朱方准

备好饭菜，再踏上那条崎岖不平、长达

两里的山路，到岭头等待父亲和兄长

归来。

这条路穿过华釜山的崇山峻岭，

林深叶茂，野兽出没，尤其是到了夜

里，更是让人心惊胆战。村里人因为

害怕，晚上都紧闭门户，这早已成了不

成文的规矩。但朱方思念亲人，心中

充满勇气，竟然一点也不害怕。

有一天，朱方刚走到岭头，突然天

降倾盆大雨。狂风裹挟着雨点，犹如

鞭子般狠狠抽打在他的身上。他那瘦

弱的身躯在暴雨中瑟瑟发抖。然而，

他依然倔强地坚守在原地。父亲劝

道：“孩子，别再等了，你自己吃吧。”朱

方却坚定地回答：“先生曾言：‘孝乃天

地之法则，为人之德行。人之行为，莫

大于孝。’我等待父亲和兄长，岂敢言

苦？他们为家操劳，比我更为艰辛。”

听到儿子这番真挚的话，父亲抱着懂

事的儿子，泣不成声。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行动没有年

轻时方便，没到岭头就气喘吁吁，再加

上年轻时落下的病根，腿脚也不大利

索。这时，已经长大成人的朱方，每当

目睹父亲艰难爬岭，便默默弯下腰，将

父亲背在背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跨越

山岭。

后人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于是将

这座岭命名为“孝辈（背）岭”，以永远

铭记他亲身践行孝道的感人事迹。

而孝辈岭得名的背后，还有另一

段深意，也与朱方有关。早年，朱家接

连遭遇火灾和水灾，一贫如洗。朱父

无奈之下，打算让聪明好学的朱方去

学习做楦头匠，以维持家计。当他们

走到行素公祠后面的岭头（就是现在

的孝辈岭）时，巧遇枫崖书院的山长朱

大善（号枫崖道人）。

朱大善对朱方的才学颇为赏识，

见他们父子二人步履匆匆，朱方脸上

愁云密布，便关切地询问缘由。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他慷慨地劝

阻道：“不可，这孩子才华出众，将来必

成大器，学做匠艺实在是埋没了他的

天赋，不如来我们书院吧，学费全免。”

朱父被朱大善的诚意所打动，最终欣

然应允。

朱方重返书院后，专心致志地学

习。明正德二年（1507），他考中了举

人；九年（1514），他又登上了进士榜，

历任泌阳、丹阳、南皮知县，淮安府同

知，最终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布政司

右参政。他为官 30 多年，清廉爱民，

被誉为“一代廉吏”“嘉靖名宦”。

为了报答师恩，他特地奏请朝廷

为恩师朱大善建造牌坊以表彰他的功

绩。嘉靖帝赞赏他尊师重道的诚意，

恩准了他的请求。这座牌坊形制独

特，乡亲们称之为“两脚牌坊”（现已拆

毁）。后人称赞他在功成名就后仍然

不忘师恩，这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孝

道。

从此以后，孝辈岭这个名字，不仅

铭记着朱方幼年时在风雨中守候、壮

年时背父越岭的孝亲之举，更承载着

他显贵后为恩师立坊的尊师之德。这

两段佳话广为流传，悠悠数百年来，

“孝辈岭”这个名字连同朱方的孝德清

风，依旧在这片古道青山间回响传颂。

融媒记者 吕晓婷 整理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晓婷） 7 月 1

日，由西溪镇综合文化站、镇文联联合

主办的“江山如画感党恩·笔墨含情庆

七一”——吕江山个人画展在西溪村文

化礼堂举行。

本次展览汇集了吕江山 40 余载丹

青生涯的 40 幅代表作，涵盖十二生肖、

山水、花鸟等丰富题材。作品既传承传

统工笔画的细腻严谨，又融入当代艺术

家的创新思考，展现了书画爱好者的深

厚艺术造诣和创作活力。展期一个月，

并依次在西溪镇各村庄文化礼堂巡回

展出。

吕江山，1965 年出生于永康西溪，

自幼酷爱书画。其笔下的工笔花鸟虫

鱼与飞禽走兽，无不生机盎然。尤以画

虾见长，笔下虾群精神饱满，弹力十足，

须尾之间尽显浮游动势与水韵神采；十

二生肖系列亦形神兼备，精准捕捉了中

国画“以形写神”的精髓。其作品源于

生活观察，又经大胆概括与提炼，以简

练笔墨传万物之神韵，多幅佳作被海内

外藏家收藏。

开展首日，不少书画爱好者、文艺

界人士以及村民们前来观展，对吕江山

的作品赞不绝口。

“这些画作有的描摹出田园风景，

有的传递出四季景致的意趣，有的勾勒

出栩栩如生的十二生肖，其神韵让人回

味无穷。”大家在欣赏作品时，纷纷称赞

大好河山的壮丽以及画家技艺的精湛。

“吕老师的根在家乡，他的创作深

深植根于西溪的艺术土壤。”西溪镇书

画协会会长胡超美在观展后表示，此次

展出的作品既体现了吕江山对生活的

热爱与感悟，也展现了不同地域绘画风

格的特征，为西溪镇美术的多元化发展

提供了学习借鉴，有助于推动当地文化

繁荣与文旅事业发展。

坑里村孝辈岭：孝德清风佳话传

简体笔墨传万物神韵

吕江山画展
在西溪开幕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 许诺）

“才秀进书教学开，开学教书有路来，来

路有书通道理，理道通书进秀才⋯⋯”

这首回环往复、韵味独特的永康方言回

文诗，出自舟山镇石塘徐村98岁高龄的

徐长福之手。他将数十年留心收集的

永康方言资料，整理编纂成书，为乡音

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7 月 2 日，在舟山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精神矍铄的徐长福向记者展示了他

的心血之作。这本方言著作共 106 页，

内有永康方言山歌、古诗词等，是徐长

福耗时53天查找、整理、创作而成。

“哪里有方言资料就去哪里找，看

到对联上的好词句、发现有好说法，就

记下来。”徐长福说，著书并非受人嘱

托，纯粹源于对方言的热爱。

对于徐长福而言，写书最困难的是

对他体力、脑力的消耗。“一天写两页，

写累了就歇会儿，但一定要完成。”舟山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院长田青连是这份

文化传承的受托人。她告诉记者，徐长

福不仅著书，更乐于分享。他常在院内

组织老伙伴们一起吟诵自己创作的方

言山歌、古诗词，让养老中心洋溢着浓

厚的文化气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

人还提前设计好未来三年的生肖福字

模板，为文化传承做好长远打算。

出于对乡音的热爱

老人将永康方言
资料编撰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