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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布”，浓缩着质朴情怀；老厂房，诉说着时代
变迁；交通网，传递着发展速度；老城墙，散发着璀璨文
化⋯⋯这既不是画展上的作品，也不是电影里的画面，
而是图书《档话莲都百年》里，一段地方区域的成长史、
发展史。

《档话莲都百年》由莲都区档案馆和党史研究中心
编纂，以历史为纵线，以政治风貌 、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城镇记忆四个篇章为横线。莲都档案人通过选取
最具代表性、最有地方特色的馆藏档案资料和社会保
存史料，从档案视角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时代发
展主旋律，由此展示百年历程中的莲都印记、莲都步
伐、莲都精神。全书以图为主，文字为辅，载入 300 多
条大事记，近 200页，收录了 800多张新、老照片。

档案无言，历史有声。
《档话莲都百年》，穿越时空，震撼心灵，“对历史负

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

它是震撼的，历程映初心，记忆现今朝

莲都，地处浙西南腹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隋开皇九年（589 年）设处州，置括苍县；唐大历十

四年（779年）改括苍县为丽水县；1986年撤丽水县，设
丽水市（县级）；2000年，撤丽水市，设莲都区。

1919 年 5 月 27 日，省立第十一中学（丽水中学前
身）学生响应“五四运动”致电声援北京学生——《档话
莲都百年》的篇章，就此拉开序幕。把守要道，截获日
货；烧毁日货、提倡国货⋯⋯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
动，让读者瞬间穿越时空，回到 100多年前的莲都：“丽
水利用织布公司，积极响应抵制日货，生产一款新产
品，取名‘爱国布’，深受群众欢迎⋯⋯”档案式的文字，
语言简洁，语意直白，刚翻开书，历史直面而来，直击心
灵深处。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里赓
续。从三岩寺血战，到红军挺进师转战各地；从中共浙
江省委机关迁至丽水，到西乡、北乡农民抗击日寇；从
浙南人们解放军第三支队第二大队、曳岭、碧湖等 10
支武工队建立，到丽水解放⋯⋯总有一种精神，让人勇
往直前。

震撼的图文背后，沉淀着那些我们看不到的，莲都
档案人的执着和严谨。

梳理百年历史，必须“重回”当时的年代。一些史
料档案的记载，往往简明扼要，有的甚至只有寥寥数
字。为了扩展和补充，工作人员必须寻找、核实更多的
档案资料。一些大事记，往往跨越数年，和多个领域交
错交融，此时，归类、衔接、延伸就显得尤为必要。每个
大事件，都要配以对应的图片，“遇到资料缺失，就要回
到馆里，查找原始档案。”莲都区档案馆和党史研究中
心副主任夏伟文回忆道，“有时，为了核实某个时间，往
往要花费一上午。”

它是珍贵的，归档存记忆,留史鉴未来

《档话莲都百年》，勾画出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长
卷，“让档案更鲜活”。

2022 年 1 月 20 日，《档话莲都百年》图书首发式在

莲都会议中心举行。就在这一天，书中许多珍贵的图
片资料，第一次与大众“见面”：1958年的一份更名文件
被载入书中，“把丽水铁工厂改名为丽水动力机厂”，在
当时并不公开告知，而这份报告也被定性为“机密”，只
印了 7 份，可见保密程度之高。一张拍摄于 1980 年碧
湖石牛文化站的“丽水县第一批文化员培训合影”，见
证了城关镇文化站的复苏。而今，照片中的大多数文
化员，早已退休。眼下，莲都文化员队伍，日益壮大。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关中山街上“丽水县秋季
商品展销会”的场景，《档话莲都百年》也逐一道来：丽
东小商品市场和梅山脚街道两旁的布料市场，常年交
易；在中山街、解放街等街道两旁设有布料、服装、小百
货等夜市⋯⋯黑白照片里，属于那个年代的“逛街”模
式，热闹而繁华。

很多人不知道，数学家华罗庚曾率领团队到过丽水
莲都推广、指导优选法的应用。而《档话莲都百年》会告
诉你，他不仅在丽水工人文化馆举行了专题讲座，还到
推广优选法先进单位——丽水地区针织厂指导工作。
照片里的华罗庚，戴着黑框镜，拿着蒲扇，可亲可敬。

书中不少珍贵的照片，来自莲都摄影世家“林氏父
子”：父亲林招松，儿子林魏、林迪。父子三人用镜头记
录了莲都的发展故事：上世纪 70年代进城卖猪的场景，

“人手一台手拉车，是必备的运输工具”；上世纪70年代
的万象山公园门楼，“古朴而繁华，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
具”。时间来到 21世纪，浙江省首届体育大会开幕式、
2018年开放的莲都区图书馆、乡村春晚展演⋯⋯兄弟俩
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再一次把莲都置于画面中心。

它是感性的，乡愁被唤醒，文化再传承

《档话莲都百年》是感性的。
这一点，我们在品读中深有感触。在书中，我们目

睹文化传承的轨迹，聆听乡愁流淌的声音，收获城镇旧
貌换新颜的喜悦。

丽水城区历来为处州州城、府城。明、清时期，城
门、城墙多次损毁，又多次修葺。其中，很多都已不复
存在。在《档话莲都百年》里，它们有序呈现：拆除前的
丽阳门、修复前的括苍门，修复后的行春门（厦河门）等
等，如同一抹乡愁，“芳香飘万里”。

莲都百年，从不缺璀璨多姿的文化。通济堰、南明
山摩崖石刻、万象山灵鹫寺石塔，厦河中共浙江省委机
关旧址，如今都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百年成长，折射在莲都不断延长的街衢和不断向
上的楼房里。1949 年以前，丽水城区面积 1.36 平方千
米，仅有中山街、大众街、解放街、继光街、大猷街 5 条
街道；1990 年，城区面积向北、东、南扩至 5.35 平方千
米，主要街道 17 条；2019 年，主次街道 40 余条，中心城
区面积迅速扩大到 39.4 平方千米⋯⋯当下，莲都形成

“一江双城三片”的城市格局。
《档话莲都百年》，记载祖辈的足迹、父辈的坚持、

我辈的奋斗，有共鸣、有心声，它属于家庭和个人；发挥
档案文化的“麻绳子”精神，服务地方建设，把档案工作
融入社会发展，它属于国家和社会。

此刻，让我们一起翻阅，开启时空之门。
本版图片均选自《档话莲都百年》

《档话莲都百年》：
翻阅珍藏，开启时空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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