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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川，如斯情境，如斯画卷。
清晨，当霞光从马头山叠嶂的峰峦间升起，一

众的高山丘陵有了更加清晰温暖的轮廓。阳光透
过枝梢，与风情古镇的白墙黛瓦遥相呼应。

崇高的革命精神、灿烂的非遗文化、馋人的舌
尖美食，让小镇逐渐发展成有历史记忆、文化脉
络、地域特点的文化强镇。

去寻找、去回答、去观看，英川文化，“等君
来”。

红色文化：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

地处闽浙边境、山高林密的英川镇，有着光荣
的革命传统。

据《浙江省革命遗址通览》记载，丽水革命遗
址居全省第一，景宁位列全市第三。而英川镇，是
全县革命遗址最集中、红军标语最多的区域之
一。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英川梨树突
村留下的“红军标语”，墨迹留存至今。

英川，英雄之川地，英雄辈出。
这里与“斋郎战斗”的大本营———庆元县接

壤，而这事关红军挺进师生死存亡的关键性一战，
就在英川蛤蟆岭村后广袤的放牛场打响。也因
此，当时无畏的英川村民满怀革命热情，挺身而
出，传递情报，涌现了许多动人的拥军事迹：榅堆
村菇民柳永生积极筹粮筹款，为“斋郎战斗”备战
运送物资；洪元村青年锡庭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
弹雨中营救红军伤员；更有为闽东红军独立师当
向导的黄谢圩村女青年张森菊⋯⋯

红色历史之所以被铭记，是因为它作为一种
真理力量，穿越时空。英川共有 8个革命老根据地
村落，每个村，都记录着一段军民鱼水之情，都树
立着一座无字的红色丰碑。在 80 多年后的今天，
红色基因又一次次被激活——

不久前，木偶新戏《红军婆张森菊》上演了。
英川人用传统木偶戏的形式，将享受政府红军失
散人员待遇的张森菊奶奶（已故）当年受虐待、逃
婆家，参加红军闹革命的故事“搬”上戏台。结合
建党百年活动，英川百姓创编演出菇民戏《王起
元》，以现代剧演绎革命岁月，重现革命场景⋯⋯
不止于此，今年以来，英川镇已启动“蛤蟆岭战场
纪念馆”项目建设，打响红色文化品牌,让红色根脉
厚植人心。

红色文化的价值，不仅在其本身，更在于和其
他产业的融合、与时代生活的同频。智慧的英川
人看明白了这一点。于是，他们讲好国家公园东
大门的故事，迈好山水资源发展的步子，写好绿色
农产品的前世与今生。

此刻，一幅红色文化与灵秀山水交相辉映的
乡村振兴画卷，在英川大地徐徐铺开。

非遗文化：一道最美乡愁风景线

英川很“传统”，也别具风情。
这里的香菇文化氛围浓厚，菇民的脚步行走

闽赣，穿越湖鄂，远涉陕川，在深山老林里书写“枯
木开花”的传奇。由此，韵味十足的菇民戏和极具
地方特色的菇民防身术向我们迎面而来。

“本来朽木制为身，衣冠唱戏也当真。”从福建
泉州传入的木偶戏，在这里恢复和发展。一个木

偶 班 ，四 十 余 个 木 偶 ，
生、旦、净、末、丑，各
种角色齐全。表演
时，既有类似旁白
的 情 节 叙 述 ，又
有 现 场 动 作 表
现 ，既 有 唱 调 ，
又 有 对 白 ，“ 刀
来枪往，吆喝阵
阵”。

上 个 月 ，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第二批浙江
省戏曲之乡名单，英
川镇榜上有名，其特色
剧种，便是省级非遗项目
菇民戏和市级非遗项目木
偶戏。

盈盈一水间，脉脉青山里。希望
和梦想，让这里的非物质文化日渐丰富。截至目
前，英川入选省级非遗项目名录 6项，市级 3项，县
级 2 项，省、市、县非遗传承人 19 人，后继队伍 200
多人。

英川，其实一直很“潮”。
青山脚下，溪流侧旁。新村网红打卡点、雁湖

鸳鸯聚集点、三川摄影点逐一诞生，更有一道最美
乡愁风景线，在眼前，在当下。

老银匠的纯手工畲族银饰制作技艺，传承至
今已 600 多年。代表性传承人陈家郁是第十三代
传人，操、凿、启、解、拔，一招一式尽显工艺；花、
鸟、鱼、凤、龙，一图一案俱见匠心。凭着娴熟的技
艺，陈家郁推出“私人订制”，让这项传统非遗在无
形中有了更多载体，吸引更多人学习、传承。木偶
戏传承人吴少华，子承父业，不断创新木偶剧种，
开发畲族木偶戏，成为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木偶
戏史第一人，填补了景宁县畲族木偶戏史的空
白。2020 年 1 月 14 月，“畲乡木偶”通过国家知识
产权局认证，成功注册商标。

为了让畲族银饰制作技艺、木偶戏等非遗文化
更好地“活着”，在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畲乡

“三月三”等大型节庆活动中，琳琅满目的活态技艺
展示，让非遗文化“鲜活”地融入生活，展现生活。

英川非遗文化，有容乃大，后继有人。
2019 年，英川镇建成了以“非遗传承教学”为

特色的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英华学校。目
前，学校开设福建德化白瓷、国家级细纹刻纸、竹
编等 20余项非遗教学课程，同时传承畲族山歌、畲
族彩带、大漈陶等非遗项目，成为非遗文化传承、
传播、交流、创新的重要窗口。

“鸳鸯轻点翡翠山，非遗古镇有故事”，英川的
非遗时光，引人入胜。

美食文化：一个独具特色的美食小镇

都说英川人的乡愁情怀最纯粹。因为留人
的，是从胃开始的美食文化。

这里的美食文化，是有根的。镇上的家家户
户，都掌握一手烹饪绝活。制作出一桌地道的乡
土佳肴，是他们融于生活的日常。

英川美食历史悠久，食材都产自绿色天然的
高山环境：一粒田螺，一尾鲤鱼，一颗李子，一碗粉
皮，“从故事中走来，从泥土中生出”，走进了千家
万户，征服一众食客的舌尖味蕾。

英川粉皮，是出了名的畲乡风味小吃。过去
在英川，年节前，人家不问家里杀几只鸡，只问做
了多少斤粉皮。从前它是佳节美食，如今成为名
小吃，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

一张粉皮的炊制，既在水火交融中，也在水汽
氤氲下，“艺术地蒸腾出谷米的芳香”，炊制出百姓
生活的殷实和安康。凭借其独特的味道和口感，
英川粉皮成功入选“浙江省农家特色小吃 100例”，
成为“2019浙江十大农家特色小吃”，被冠以“景宁
金牌小吃”“畲乡十小碟第一碟”等美誉。2021年，
粉皮标准在浙江省首届乡村美食大会上发布。

如果把齿颊生香用在美食上，那么嘬几颗薄
壳田螺一定配得上。从前靠耕田为生的英川人，
在劳作之余，自然也从田地里觅食。于是，壳薄色
亮、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的田螺，理所当然地成为
人们的盘中餐。

除了家喻户晓的英川粉皮、薄壳田螺以外，当
地的红心李、稻田鲤鱼干、香菇、老鼠脚等代表英
川地域美食的元素，由点串成线、由线连成面。由
此，独具特色的美食小镇应运而生。

目前，英川有田螺基地 1500 亩、红心李基地
600 亩、锥栗基地 700 亩，野生香榧基地 200 亩、田
鲤鱼基地 2000亩、稻鳖共生基地 60亩⋯⋯值得一
提的是，英川粉皮已在莲都、云和、龙泉等地开设
粉皮示范店 17 家，年产值超 900 万元。对于英川
百姓来说，日渐丰盈的美食文化，正是共富路上的
幸福滋味。

从一种传统、一缕乡愁到一个口碑、一项产
业，从一个美食体验中心升级、一批美食示范店布
点、一系列美食伴手礼打造到一批美食产业基地
建设、一批产业主体培育、一个特色农产品展示中
心建设，这座“舌尖上的美食小镇”走过的发展历
程，让人们看到了其中的独特价值，也让这个地理
位置相对偏远的山区镇，找到了焕然一新的发展
方向。

如今的英川人，不再只是种田养山，而是懂得
“种文化”。作为美食荟萃、美景成群的百山祖国
家公园东大门，他们把文化深深地种在绿水青山
间，种在传统节日里，种在日常生活中，烹出一道
道文化佳肴，捧出一席席文化盛宴。

12(图 1)
英川美食菜谱：有福同享（鲞）

红军标语

（本版图片均由英川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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