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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带是畲族姑娘的必备之物，在她们身上彩带无

所不在，身上束的腰带、绑的背带、结的安带是一条精

心编制的彩带，服装的领边、袖口、裤脚等处往往会装

饰各式各样的彩带。一条彩带后面，隐藏着姑娘们的

智慧和手巧，更呈现出家族的传承和教养。

家住云和坪垟岗村的雷水翠老人，今年 60多岁，是

当地有名的彩带编织高手。五六岁的时候，她跟着母

亲开始学编织，母亲的师傅是外婆，一代代畲女在家族

女性长辈手把手地教导下学会了编织。雷阿姨告诉我

们，以前畲族姑娘一定要学会编织彩带，那是因为她们

的一生之中要织出一条最漂亮的“定情带”，送给自己

心爱的恋人。结婚当天，新郎取出彩带，将心爱的新娘

牵入洞房。如此一来，一条短短的彩带伸展出畲族姑

娘一条长长的爱情路，一条窄窄的彩带拓展出畲族姑

娘们宽阔的人生大道。

编织彩带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工具，讲究一些的摆

上木头制作的织架，不讲究的只要有固定丝线的地方

即可，家里的门环、柱子、桌子、凳子甚至是野外的树

枝、篱笆都行，她们只要搬一张小凳子，丝线一头拴在

固定点上，另一头拴在自己的腰身上，就可以动手编

织。没有什么固定样式，全在于一双灵巧的手，她们一

边聊天一边编织，彩带在笑声中越来越长。

雷阿姨在我们面前摆开了架势，将一根细长的丝

线固定在柱子上，以黑线为经线，以白线为纬线，拉好

经纬线之后，开始了随心所欲的编织，一条条五颜六色

经线插入其间。她的动作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快得让

人缺乏想象，线条在她手上交织、穿梭、翻飞，一条带子

很快成型，各种纹路浮现在了带子上。

她把祈福、向往、希望一一编织进彩带，方寸之间，

那些丝线，是她手中的岁月，脚步匆匆。一个字符跳出

来，一朵花儿盛开了，一只鸟儿扑腾着，让人看见了她

心中那个同样五彩缤纷的世界。

雷阿姨说畲族彩带分为图案彩带和符号彩带，她

随意拣起一根纹饰复杂的彩带，上面遍布类似于甲骨

文形状的符号。畲族没有文字，只有字符和几何图形，

这些充满奥秘的符号虽然形似于甲骨文，但是释义与

甲骨文完全不同，与今天的汉字也不一样，属于畲民的

独特创造。经过雷阿姨翻译，原来它们是最常用的祝

福语——吉祥如意。

在我看来，畲族的每一个字符，看似结构奇怪，却

都安插着祖先们的暗语，是他们对自然天地的深情阐

述。它们的每一个笔画，看似最简单的横竖，是他们对

生命的见解，都通向畲族精神血脉的深处。雷阿姨们

的每一次全神贯注地编织，都是自觉地祭拜祖先，众人

每一次由衷地赞美，都是让时间开口说话。

在雷阿姨的彩带里，除了众多的畲族字符，我发现

了中国传统纹饰中常用的回文、菱形、方胜、“卍”字纹

等传统样式。一条编织相当精美的彩带上，出现了不

少斜织的“卍”字纹，一路连接着织到底，大小一样，方

向一致，煞是好看。我知道，“卍”字纹相当于汉字中的

万字，寓意着富贵、功德、吉祥、喜庆等，深受汉族百姓

的喜爱。“卍”字纹一个连着一个，连绵的“卍”字构成的

不间断的几何图形，象征“万福不断”。雷阿姨告诉我，

“卍”字纹在她们眼里也是一种吉祥的符号，寄托着畲

民美好的心愿与祝福。

畲民将这些奇怪的字符应用到服饰、彩带、香袋等

物件中，外人看得云里雾里，畲民一看一目了然。如

今，雷阿姨的手艺不仅传给了家族后辈的女性，也传给

了更多愿意学习编织的畲女，她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

要之外，还在网上直播带货，美好的希望在彩带中越织

越长。

数百年来，坪垟岗村的畲民与当地汉民相融相合，

他们学习和吸纳了汉族先进的文化，同时固守着自己

民族本色，不仅仅是语言和风俗不变，三月三、畲族歌

舞、彩带、刺绣、服饰等民族文化完整地保留下来。呈

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传家千年的畲族范本。

彩带，织出畲女传家梦
鲁晓敏（松阳）

如果一定要划条线区分，那么，这个分水岭就在

2022 年 5 月 20 日。之前，本没有延庆书院，这一天，设

计师来了，随后是木匠、泥水工来了。该修的修，该补

的补。然后是定制书柜，翻山越岭寻觅到了 4米多长的

原木大书桌、添置了宋韵悠扬的曲水流觞茶桌……历

经 50天的折腾后，一幢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面积三百

多平方，原本有些破损的黄土屋，有了艺术共享空间：

醉墨锦笺红的翰墨轩，可查阅到众多丽水地方文献的

阅览室，休闲的咖啡书吧，茶香四溢的品茗室；有了展

陈空间三宝室，三宝室主要展陈丽水三宝：龙泉青瓷、

宝剑、青田石雕和松阳三宝：松阳晒红烟、桑叶、茶叶；

也有了传承孝悌忠信仁义礼智信的感恩忠孝堂、澡身

浴德的养生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书院的模样迅速

成型了。

5月 15日这一天，潘美兰在闲置的祖屋里头转来转

去，忽然想起前段时间松阳西屏街道书记蔡根新和她

聊到过松阳宋韵文化。于是，办一家书院的念头便挥

之不去。退休前她在浙江日报丽水分社工作，回老家

的次数不多，退休后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回老家住上一

两晚。在村前村后行走的时候，哪里是摸鱼的地方，哪

是稻花香的地方，在谁的家里捉过迷藏，儿时的记忆就

会轮番涌上脑海。住在村里的兄弟各自另建了楼房，

祖屋便闲置了。面对凝聚了父母心血，收藏了一个大

家庭酸甜苦辣的祖屋，她百感交集，和兄弟们一商量，

个个举双手赞成置办书院。从此，这个世界上多了一

个新生的事物——延庆书院。

延庆二字原本就很有故事，被松阳人用来命名松

阳城西的一座千年古寺——延庆寺，和延庆寺前的一

座千年古塔——延庆寺塔。前几年，西屏街道上连头

村、塔寺下村、黄公渡村并村后又被当作新村的名称

——延庆新村，如今，它又被用来命名延庆新村里的一

家书院——延庆书院。

一句诗、一幅画、一张照片，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

方。一个村庄有了书院，自然就多了书香气息，有了书

香的村庄究竟会怎样呢？潘美兰心里也没底。她最初

担心自己势单力薄，担心书院建成后无人问津。同事

朋友得知了书院是她纯私人置办，纯公益开放，不约而

同都伸出了援手。

书院还在建设中，潘美兰就收到了徐迅雷、王剑

波、倪东方、施龙有、王志华、程翌、张海荣、俞蕾、严元

俭、周鸣燕、陈爽等近百位朋友捐赠的个人专著和其它

书籍。让潘美兰感到兴奋的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联

谊会会长张顺心竟然寄来了一大箱近百本藏书和珍藏

了 70多年的藏茶，一些朋友的朋友也从北京、湖北、四

川等地邮寄来了多种藏书。

潘美兰创办书院的初衷之一是将书院办成地方文

献、松阳宋韵文化的资料库，不仅供松阳人查阅，也给

外地来松阳寻访松阳文化的人提供一个便利。县图书

馆、县史志办和县作家协会、县兰雪诗社也先后派人上

门捐赠《松阳县志》等地方文献和田园松阳文化丛书，

以及《松阳文艺》《品味松阳》等文艺期刊。本土作家鲁

晓敏、乐思蜀、项云、何山川、包春秀、徐然虎等也分别

捐赠了个人著作。

9月 24日，松阳县作家协会的 2022年第 6期以“现

代诗写作与鉴赏为主题的“悦读会”在延庆书院举行。

10月初，《乡吧乐》中国乡村旅游体验基地、丽水市莲城

诗词学会创作基地、温州市平阳县蓝草诗社创作基地、

潘氏文化研究联谊会活动中心等七块牌匾就挂在了书

院的大门口。

10月 15日，87岁高龄的西班牙华侨艺术家赖玉翠

闻讯前来参观，面对雅致的书院，老艺术家兴奋地放开

了歌喉，她那音色柔和甜润、韵味醇厚的越剧唱腔婉转

回荡在延庆书院！

潘美兰相信“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

华”。她把自己收藏的珍贵书画、青瓷作品都带回了故

乡。“我希望借书院来传递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理念”。

秉持文化回乡、文化反哺理念的潘美兰将浓浓乡愁成

功转化成了一个乡村文化地标，并在这过程中终于有

了自己的独立观察和独到心得。

有了出发，才有遇见，而保持善心，就会与美好相

遇。潘美兰正走在这样一条不断遇见美好，遇见更好

自己的道路上。

将乡愁转化成了延庆书院
谢雪钧（松阳）

不知何时，火热的烈阳已消失得无

影无踪。没有声音，也没有痕迹。秋天

飘飘然降临人间。“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从古至今，人们都认为

秋天是伴随着愁怨的。可在我心里，秋

也有着丰富多彩的一面。

秋日的天是清的，清一色的淡蓝，

清一色的空旷。我常常躺在屋顶，仰视

蓝天。在这时，我的眼中只有那无穷无

尽的蓝。就像整个世界只有蓝天和

我。那蓝天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汪洋，可

又没有一丝浑浊。只可远观不可近

亵。抬头望天，我一动也不敢动，好像

翻个身就会掉下深渊。闭上眼，我仿佛

飞出天外，看到了那个放着蓝光的星

球。

秋日的雨是最迷人的。雨来了，它

跳跃着走来了。它在一个个水洼里跳

着欢快的踢踏舞，打着节拍，为人们庆

祝丰收的节日。它给人们送来清凉。

下雨了，冰凉的雨珠洒落大地。人们忙

碌了一个春夏，熬到了收获的秋天。“滴

答，滴答”，雨悄无声息地落在树上，屋

顶，人们的脸上。它擦拭着夏日的炎

热，冲洗着身上的疲惫；它渗入了人们

的心灵，抚平心中的烦躁和不安，给沉

醉于丰收中的人们冷静。

秋日的树是独特的。它们有的高，

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姿态万千，一

眼望去目不暇接。不同于其它季节，秋

天的树木大多都变得金黄或火红。用

自己一年中最后一份颜色燃烧出生命

的火热。这火忘我地燃烧着，烧出了一

整个春夏，用自己的热血成就独特之

秋。

秋日的果是香的，带着成熟的丰

满，迎接丰收的喜悦。人在家中，就闻

到了浓稠的甜香。是秋揭开了自己的

蜜罐吧，那一股熏人的香气，流动着，把

整个世界都泡在这果实的芳香当中。

田野里的农夫闻到香气，笑了；成熟的

瓜果散发香气，乐了。

倘若秋天有颜色，我想，这一定是

白色，三原色组合而成的白。

这白是浓稠的，带着瓜果的飘香快

活地充斥着人们的心头。这白是空灵

的，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一脉悠长的情

思，这白是完美无瑕的，庄严但不沉重，

纯净且不脆弱。这白是迷人的，它安慰

着人们，抚平心里的躁动。这白是烧尽

了的白，是空空荡荡的白，它以继承和

巩固硕果带来新的开始。

秋日之思
章力俨（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