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本版版主主编编 陈陈炜炜芬芬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 � � �草长莺飞， 距松阳县城
50 多公里的枫坪乡，令人怦
然心动。

作为浙江省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这里的民俗资源层
出不穷：高亭“迎神赛会”、沿
坑岭头 “金枣柿采摘节”、钱
余“红花油茶节”……当它们
组合在一起时 ， 使得拥有
1800 多年历史的枫坪更具
灵性———而它们背后， 是一
双双民间文化的眼睛。

在这里，你会发现，民族
文化薪火并不都是靠知识精
英们传承下来， 那些僻处乡
野的山农同样担当了重要角
色；或者说，依赖于庙堂的典
籍文化和生长于民间的乡土
文化共同构成了文化集成的
骨骼和血肉。

文化枫坪， 翘首一路望
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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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亭：“迎神赛会”

作为市级非遗项目，高亭“迎神赛会 ”至
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 若将半世纪作为一个
时段来回顾， 那么， 站在这条时间之河的下
游，回溯源头，人们会发现：走近“迎神赛会”，
仿佛触摸到松阳西南山村的文化脉搏， 悠远
而顽强。

迎神赛会 ，又称迎神庙会 ，一种参与形
式丰富的民间敬神活动。 每年农历六月逢卯
日 ，留守村庄的父辈欢喜筹备 ，外出闯荡的
儿孙齐齐归来。 是时，众“神”降临，盛装出游
各村，既虔诚隆重，又热闹排场，四乡八邻的
亲朋好友汇聚于此，只为共同见证和守候一
种流传山乡数百年的朴素信仰： 庆丰收，保
平安。

枫坪乡高亭村，钟山毓秀，“迎神赛会”习
俗在此完整保留。 祈福求安的乡野民俗，早已
逾越迷信无知的范畴， 更不局限于农耕文明
和乡土文化的传承。 这个独特的日子和仪式，
唤醒高亭人的乡土自信， 也给日渐式微的深
山古村，注入生机与活力。

高亭人把对自然的理解、敬畏与适应，逐
渐演化为春夏秋冬、一年四次的祈福活动。 在
他们心中，每年在小暑与大暑间上演的“迎神
赛会”，远比过春节来得更重要。

在高亭村的古戏台上， 两副大红对联诉
说着“迎神赛会”习俗的丰富内涵。 其中一副
上联为“时逢辛卯日，迎圣驾出巡”，下联“节
届大小暑，祈风调雨顺”，横批“太平盛世”，说
的就是“迎神赛会”最原始的含义。 而这副对
联，除了“卯”字前的天干每年变动，其余都不
曾更改过，一直沿用了数百年。

2008 年，枫坪乡正式将“迎神赛会”作为
特色文化品牌进行打造。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迎神赛会’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
值的文化资源”。

为了深化这一文化活动品牌， 枫坪乡在

保留其传统风格的同时，依托“文化+”旅游模
式，不断融合发展，提升品质，扩大影响力，使
之成为松阳又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沿坑岭头：“金枣柿采摘节”

枫坪乡沿坑岭头村，国家级传统村落，一
个古老而又安详的小村庄。

村庄周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种特殊的
柿子，名为金枣柿。 它小如红枣，制干后甘甜
酥嫩，甘醇味浓。 每年 11 月，山岭间百多株野
生金枣柿树上，“红灯笼” 挂满高枝———那穿
过屋檐的树身衬着婆娑的枝叶， 散发出一股
来自山川大地的丰收气息。

2017 年，枫坪乡举办了以“今生今柿 喜
柿连连”为主题的首届金枣柿采摘节，大批广
州、上海、江苏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一知道
有这个活动，我们马上定机票、租车子，第二
天就住到了村里。 ”采摘节活动内容丰富，游
客石磊一行人来自湖南长沙， 他和朋友参与
摆祀请龙、古树认领、摘柿子等活动。 在他们
心里， 在这里游玩，“能感受到最朴素和最乡
土的滋味”。

有人说， 沿坑岭头是中国金枣柿树第一
村。

182 株老金枣柿树，树龄超过 300 年。 据
浙江亚林所专家考证，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
一片野生金枣柿树群。 听闻，若将金枣柿移植
他处，“味道便逊色得多”。 如此看来，金枣柿与
沿坑岭头，在岁月的见证下，结下不解之缘。

秋色浓如酒，红叶映碧流，柿树在霜天里
把一身绿叶悄然染红。 撑着密密的树盖，枝干
上的柿子随风摇曳，迎接八方来客，成为沿坑
岭头村最美的风景之一。 民宿“柿子红了”由
此而来———这本是一间建于 1976 年的破旧
古民居，一位画家寻景至此，给了它第二次生
命。

如今，金枣柿干的价格一路上涨，最贵的
卖到每公斤 70 元。

钱余：“红花油茶节”

钱余村位于松阳、遂昌、龙泉三县市交界
的钱龙山深处， 全村海拔在 700-900 米之间。
时下，在这个如画一般的村子里，拥有 2000 亩
红花油茶树， 其中红花油茶连片基地面积达
400 多亩。

迄今为止，村里已举办过三届“红花油茶
民俗文化节”。在文化节中，除了欣赏漫山遍野
的红茶花外，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各项精彩
纷呈的民俗展演：神龙戏珠、腰鼓表演、松阳高
腔……每年冬去春归，漫山遍野的红茶花尽情
绽放。 钱余村，就这么静悄悄地掩映在一棵棵
油茶树中，与其说是茶花与房舍共存，不如说
是房屋点缀在万花丛中。

恰逢盛大节日， 点天灯是必不可少的仪
式。 伫立在村口田野上的 5 根高约 8 米的天
灯，取材于当地树龄百年以上的松树根，寓意
风调雨顺、作物丰收。文化节上，一系列传统民
俗体验活动让游客大饱眼福。难得一见的古法
榨油工艺最令人期待，传统榨油工艺是个集体
活儿，需要多人配合，包括踩、蒸、包、榨四大道
工序。 当油锤撞击油槽中的“进桩”，被挤榨的
油胚饼便从油槽中间流出金黄的红花山茶油。

近年来，枫坪乡民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在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借
势、借智、借力等多种手段，加强“浙江省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的后续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浙江
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品牌和资源优势。

不论是高亭“迎神赛会”、沿坑岭头“金枣
柿采摘节”，还是钱余“红花油茶节”，都是从深
厚的传统文化中积淀而成的民间文化结晶体，
显示出地域内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烙
有深厚的地方文化印记。

而我们欣喜地看见，在丽水松阳最偏远的
枫坪乡，那些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山乡民俗，
以其淳朴、和谐、深厚的文化积淀，一样承担着
传承传统文化命脉的重任。

赖志军：用古建筑重唤乡愁记忆
本报记者 蓝吴鹏

� � � �上世纪 60 年代末，在莲都区联城街道花街
村，17 岁的赖志军初中毕业， 在父亲的带领下，
来到城区一个木匠老师傅家学习木匠手艺。

赖志军打小脑袋瓜就很聪明， 加上勤奋好
学， 跟从老师傅仅学了 9 个月手艺， 便学成出
师。 次年， 他自立门户，带着一两个工人，木匠
的职业生涯就此开启。

他为人忠厚老实， 又很讲信用，“我做木匠
以来，从来没有主动去到处找活儿，都是客户找
上门来！ ”说起这个，他自认为行业对他有种说
不清的眷顾。

本世纪初， 浙江乡村面貌提升发展方兴未
艾。 由于出身木匠的关系，赖志军敏锐地捕捉到
了这一变化，开始大量接触制作仿古建筑。

尤其在近些年， 各级政府对于古村落的保
护力度空前，美丽乡村建设加力推进。 尤其在丽
水，乡村旅游发展带来民宿业经济的蓬勃，对于
有着浓厚乡愁意味的仿古建筑制作需求与日俱
增。 先行一步的赖志军积累了不少仿古建筑的
制作经验，当大量市场需求涌来时，他可谓如鱼

得水，成了当之无愧的“弄潮儿”。
古堰画乡古街是赖志军的得意之作。 他说，

当时，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拿到图纸，就组织施
工队进场施工， 可谓没日没夜地忙碌，“景区售
票厅、 接待处等古建筑的支撑柱我们都采用了
实木大柱，而不用木工板填充。 ”

前后耗时 8 个多月， 他率领团队终于将丽
水旅游金牌地的一抹古香“描绘”完成。 原先心
存疑虑的村民们见到焕新的古街， 纷纷直竖大
拇指：“老赖，你做的，我们就放心！ ”正是这次经
历，他对于古建筑项目的整体规划与实施，有了
更为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现代重现古建筑并非易事，“年轻人不肯
学，现在能做仿古建筑的都是 50 岁以上的老师
傅，这在丽水已经越来越难找了。 ”赖志军说，他
常常到处打听能造仿古建筑的老师傅， 遇上点
线索，就积极联络、登门拜访。 此外，仿古建筑中
使用的特殊材料， 也是施工的一大难题，“一些
古门窗，本地找不到，我们就得跑到东阳这些地
方，一折腾就是好几天。 ”

仿古六角亭、 八角亭是仿古建筑中的标志性
“产品”，目前很受市场欢迎。 去年，他在市区青林
村一带建造六角亭，3 名 60 多岁的老师傅花了 20
多天时间才完成。 “造出的亭子四面八方看去都
得一样， 各个斜角的延伸度必须相同。 木头间都
使用榫卯连接，没点功夫的师傅真的做不起。 ”

常年在仿古建筑制造一线，赖志军对于仿古
建筑有了自己的思考。 原先只是简单地按图施
工，令其许多创意无法具体实现。2017 年，赖志军
注册成立玖龙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下属 20 多名
员工，实现了从项目投标、前期设计、后期施工的
全链条紧密结合。

多年来，业内人士一直习惯称呼赖志军为“老
赖”。 对于大家的戏称，他笑着说：“这是大家对我
的信任。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是我做事不变
的准则！ ”

目前， 赖志军的业务范围基本在莲都区，下
一步有意向往龙泉、庆元等地拓展。 “以仿古建筑
为载体，重新唤起人们的乡愁记忆，我很庆幸自
己能做些事。 ”

陈陈立立勋勋在在黑黑板板上上写写下下一一个个个个苍苍劲劲有有力力的的粉粉笔笔字字。。

王华平摄影作品赏析
� � � �王华平，200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现为丽水摄影博物馆展陈部主任、 丽水市
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 目前从事丽水摄影
节、丽水摄影博物馆展览策划实施、活动组
织等工作。 2015 年入选浙江摄影 “新峰计
划”；专题作品《群》入展“徐肖冰杯”中国纪
实摄影大展、专题作品《袭山水》获“郎静山
杯”中国新画意摄影双年展提名奖等。 作品
多次在丽水摄影节、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
年展、罗平新风景摄影展、中国美术馆 、浙
江美术馆等地展出。

2017 年，视频影像《幽灵》在丽水摄影
节展出，其独特的视角和创意，为作品赋予
人生的感悟和视觉的灵性。 这是一幅糅合
各方前沿视角及技术的影像作品， 它将显
微镜下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大众的视野
中。 在医学领域里，王华平通过显微镜对人
体内部的微生物、 病菌等以非侵入方式获
取非肉眼影像， 通过视频动态影像的呈现
方式，以缓慢移动、变幻的“幽灵”状逼近视
野， 直至致命病菌体将观者的恐惧感急剧
放大，令人无力抗拒。

而当这种影像被放大至 1600 倍后，这
些画面近乎完美，与人类审美相吻合。 作品
所要表达的主题耐人品味，让观者有所思、
所想、所悟。

（吴红呈/文）

松松阳阳枫枫坪坪：：
走走在在民民间间文文化化的的春春天天里里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炜炜芬芬 通通讯讯员员 叶叶君君红红

作品赏析

迎迎神神赛赛会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晓晓敏敏 摄摄

枫枫坪坪民民俗俗活活动动。。
通通讯讯员员 章章建建辉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