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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便常听父母提起，龙泉李家曾是当地的
名门望族，然而族谱后来不幸焚毁。在龙泉工
作期间，我偶然听闻八都一带可能藏有李氏族
谱，虽经多方探寻，却始终未能得见。直至 2012
年秋，我在拜访一位龙泉青瓷大师时，意外得知
其夫人竟与我家同族。她透露，八都龙竹村中
仍保存着一套族谱。闻此消息，我心中激动不
已。

一个周日，我携妻子驾车前往，在八都镇徐
镇长的引领下，直奔龙竹村李老先生家中。徐
镇长介绍，李老先生为人忠厚，族长将族谱托付
给他保管，这一保管便是六十余载。龙泉学前
李氏族谱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八仙桌上，蓝白相
间的封面透露出家族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家
族传承的悠久历史。年近八旬的李老先生缓缓
问道：“你太公、爷爷、父亲是哪位？”我恭敬地一
一作答。他摇了摇头，表示并不认识。我忽然
想起太公曾是龙泉的名人，便提及他的小名。
果然，李老先生立刻表示认得，并告诉我，村里
曾有两位我家的佃户，几年前刚刚离世。他指
着族谱说：“你找到第四本，就能找到你的上辈
祖先。”

我小心翼翼地捧起族谱，仔细翻阅，终于在
微微泛黄的宣纸上看到了太公和爷爷的姓名、
出生年月及生平简历。那一刻，我好似触摸到
了从未谋面的太公和爷爷的衣襟，他们慈祥的
面容仿佛就在眼前。我心中热血翻涌，终于明
白了自己的根脉所在。眼含热泪，我拨通了父
亲的电话，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从父亲的声
音中，我听出了难以掩饰的兴奋与欣慰。

龙泉学前李氏，其始祖可追溯至唐代开国公
李靖。李靖的次子曾任平江刺史，他的后代定
居于常熟。至唐末，为避战乱，李氏三兄弟迁居
龙泉，自此在龙泉等地繁衍生息，开枝散叶。

在李氏家族的历史中，有一位远祖尤为值得
一提，他便是独捐重金重修济川桥的李浚。据

《龙泉县志》记载，李浚，号鹤堂，为贡生出身，一
生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他为人慈孝，疏财仗
义，乐善好施，深受乡里敬重。济川桥始建于北
宋时期，因年久失修，几近荒废。清嘉庆十年
（1805 年），李浚毅然出资重建此桥。他“拓旧址
砌石为墩，桥高四丈，长七十余丈，宽一丈六尺，
桥面铺砖，上盖瓦屋七十三间，中矗巍阁”。嘉
庆十一年（1806 年）三月廿七日，济川桥终于落
成，工程耗资一万四百余缗（1 缗等于铜钱一千
文），用工二万八千余个。此举备受县民赞颂，
翰林院侍讲梁同书、内阁中书端木国瑚等名士
纷纷为其撰文记颂。

李浚之子李玑田（其墓现存于西街街道宫头
村）也传承了父亲的家风，乐善好施，修桥铺路，
继续为乡里造福。父子两人的善举，成为当地
流传百世的美谈，至今仍为人称道。

我曾读到民国时期何浩然先生为族谱所作
的序言，他写道：“中华民族如同一棵根深叶茂
的参天大树，而千百个姓氏则是这棵树上繁茂
的枝丫。”这话说得实在精妙！每一个姓氏，都
是这棵大树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独特
的历史与文化，却又与整个民族血脉相连。正
如李氏族谱所记载的，我们的先祖在这片土地
上开枝散叶，代代相传，既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浩瀚长河。

每当我翻阅族谱，看到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名
字，仿佛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与心跳。他们或
许是平凡的农夫，或许是名震一方的贤士，但无
论身份如何，他们都是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
为家族的繁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今天的我
们，也正站在先辈的肩膀上，继续书写着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故事。

何浩然的话让我更加明白，家族的传承不仅
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接力。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这棵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既要汲
取根脉的养分，也要为未来的枝丫撑起一片天
空。正如济川桥的重建者李浚父子，他们的善
举不仅造福了当时，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
我们，也应当以同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家族
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代代相传，让这
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寻根偶感
李志伟

2024年年底，我走进松阳，走进高腔的发源地玉
岩镇，发现嘹亮的高腔并没有消失，它声声慢，似梅
花三弄，千回百转后，终究还是萦绕在你我的心间，
诉说这块土地的似水流年、理智与情感……

1870 年是清同治九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
很多大事——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通过，给予
黑人投票权；诺曼底号邮船沉没；英国爆发爱尔兰
自治运动……而在遥远的浙江省松阳县，一件寂寂
无名的小事情发生了：枫坪村开办了高腔班，收徒
教戏的是神坛村的季起养。此时的松阳人，还在为
两年前的一桩奇事惊魂未定——同治七年闰四月
二十七日晚，松阳善应塔倒于市墈头大街正中，塔
里的开元、太平、洪武钱散落一地。此事是凶是
吉？没人知道。总之，在清同治年间，世事并不那
么静好。那么，高腔班在此时开办，究竟有多大的
意义呢？

松古盆地仿佛是个巨大的子宫，孕育着农耕文
明在松阳的着床、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需要有
人将它唱将出来，哭将出来，笑将出来，喊将出来。
这样的戏剧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神坛村的季起养
身上。如果从同治九年算起的话，季起养将在第二
年离开人世。所以他是真正地与时间赛跑。此前或

者此后，这位道光、咸丰年间非常出色有声望的高腔
艺人，在神坛村培养了艺人叶增鹤（唱演正生、旦）、
叶赞扬（唱演正生）、叶涣洋（唱演正生）、叶樟南（演
小生）、叶登荣（演净）、符玉礼（演贴）、符昌榜（演老
生）、符昌华（演丑）、符周书（演正旦）等；在大畈村培
养了艺人李洋儿（演花旦）、李永春（演二花）、李荣敏
（演生）等；另外在丁坑村和钱余村也培养了一批高
腔艺人。所谓开花结果，季起养做的正是这样的事
情。

高腔艺人和农人的区别或许可以作如是观——
后者是农耕文明的实践者和承载者，而前者是发现
者和演绎者。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是到了有
人发现和演绎农耕文明的时刻了。而大山里的松
阳，松古平原上的松阳，没有外来者或者说闯入者进
行这样的艺术发现与艺术创造，便只能是季起养等
将高腔不揣冒昧地吼出来。

高腔嘹亮，千年一吼，竟吼出了精气神，吼出了
这块土地上的爱恨情仇、家长里短。他们的信仰、他
们的情感，他们的来处、他们的归宿，都在高腔声声
中化作绕指柔，成为江南民间风俗的绕梁余音，千年
不绝。

比如曲目《耕历山》，主要叙述虞舜在历山开荒

造田，造福百姓的故事。这说明了松阳人以耕种为
本的生存观，以及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曲目《白兔记》
讲述刘知远与李三娘的家庭故事，说明家庭永远是
松古平原上农人的幸福归宿，家和万事兴；曲目《脱
靴记》又称《班超留任》或《班超脱靴》，讲述班超在任
时行使仁政而受百姓爱戴，离任时因受百姓挽留而
脱靴留念的故事。这是这块土地上农人质朴的社会
公正观，是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所以高腔成了松阳不可替代的民间艺术，它的
唱、念、做、打土得纯粹，却也真挚得纯粹。而正因为

“纯粹”二字，才能真正感动人心。
回看松阳高腔的燃情时光，恰恰是农耕文明最

为发达的明清时期。季起养培养了高腔名旦叶增
鹤，此公在高腔的声音、色彩和语言节奏处理上都有
过人之处，至今在艺人中广受尊敬。叶增鹤培养了
张增照，清光绪年间张增照成为了松阳高腔名旦。
由于其技艺出彩还被公推为戏班班主，据说当时的
处州太爷也高度赞赏其技艺而收其为义子，由此可
知张增照在松阳的声望相当高。

这是松阳高腔的师徒传承，一门戏剧艺术成了
农耕文明的代言载体，而只有艺人的薪火相传，才可
能让松阳高腔的魂魄千年不变。

高腔嘹亮
范 军

“后巷村”，距离缙云县城 37公里。去年腊月二
十，很好的天气，暖阳融融，天空瓦蓝。上午 9点，跟
着导航，从缙云五云镇出发。经郑清岭，穿大仓山隧
道，然后沿兰石线在山间盘旋而行，一路山水，一路
风光。途中，还需经过莲都区黄村乡下陆村、严溪村
两个村庄。

山回路转，当导航提示已抵达目的地附近，映入
眼帘的是：一片开阔地，屋舍俨然，被群山环抱着。
山上毛竹连绵，深翠深翠，一看就知是大年毛竹。村
口，三五村人正忙着晒酱鸭。村里，厨房里油炸豆
腐、芋松，切白笋，氤氲的热气里，年味渐浓。还有几
位妇女，在阳光下，围坐着包山粉元宝饺子。

后巷，俗称后弄，是石笕村的一个自然村，地处
瓯江上游好溪支流严溪、石笕之源——东坑山白鹤
洞与冷水坑下。这里土肥地厚，居民多为陈姓，全村
近 200户 500余人口，以种植水稻为主。从农历九月
开始，历来各家自酿黄酒，少则四五十斤，多则数百
斤，以足一年祭祀、饮食、待客、馈赠之需而闻名。后
巷黄酒酿制的传统习俗，至今已有 700多年历史。

后巷村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平时村里居住的多为
老年人。1977年出生的陈贵勇是土生土长的后巷村
人，他从小耳濡目染父辈酿酒喝酒，对后巷的黄酒酿
造技艺非常感兴趣，2016年，一直在外从事餐饮生意
的他回到村里，下决心要将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2017年，他酿造的后巷黄酒被列为中国·仙都祭
祀轩辕黄帝大典专用酒，也称轩辕黄酒。2019年，他
申报注册了“帝里”商标。2020年，后巷黄酒酿造技
艺被列入第七批缙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他也被列入该项技艺的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2021年，后巷黄酒酿造技艺被丽水市人民政府
确定为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后巷村，我邂逅了陈贵勇和他的香气扑鼻的山
间酒窖，品尝了新酿的黄酒，参观了刚刚投资 120万

元打造的后巷黄酒非遗展示馆。陈贵勇指着排列齐
整的一口口大酒缸介绍：2024年酿造了八九万斤黄
酒和五六万斤白酒。酒窖封存的白酒尚有十几万斤。

陈贵勇说，后巷黄酒酿造技艺的一个独特之处
是：用辣蓼制作的绿曲酿造糯米黄酒。2024 年，绿
曲就制作了 2.8万斤。后巷黄酒还有另外两个独特
的地方，一个是后巷与县城的气温不同，温差大，从
农历 8月下旬，到次年 1月都可以酿酒；还有一个是
使用的山泉水水质好，清澈，回味甘甜可口。所以酿
出来的黄酒相对来说，甜度比较高，入口柔绵，后劲
足。糯米黄酒的一个特点是，时间久了，容易变酸。
为此，他下功夫研究，终于突破这个瓶颈，得到不会
变酸的诀窍：采用巴氏杀菌法，成品酒做好后，通过
引进的设备，进行加温杀菌，再灌装。从 2016 年开
始，陈贵勇策划举办了 5届后巷黄酒节，第 6届开始
由石笕乡政府举办，也已举办两届。参加的人数从
第一届的五桌，到最多的一届来了八九千人，只能摆
起流水席，把大山深处的这个小山村挤了个水泄不
通，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后巷黄酒文化特色村。

除了轩辕黄酒，如今，陈贵勇还开发出了轩辕贡
酒，以五粮、酱香、米烧酿造的白酒为特色；最新开发
出的一款产品注册为嫘祖料酒，让黄酒也可以当料
酒使用，以此增加四季的产值。

徜徉在后巷的山间，邂逅了一个“观赏动物
园”。孔雀、黑天鹅、柯尔鸭、鹇、鸳鸯等观赏珍禽在
各自的天地悠然自乐。在一个黑天鹅养殖场里，见
有生人闯入，一只威武的公鹅赶紧跑回岸边的一个
窝里，护住几枚硕大的鹅蛋，并不停嘎嘎叫着发出警
告。原来，这里就是上过央视 2套《生财有道》栏目
的浙江蓝海观赏动物养殖基地。一手创办这个基地
的陈海清如数家珍，向我们介绍起创业故事。开理
发店、养虾都没赚到钱的他，一次偶然看到一档饲养
孔雀的电视节目，让他眼前一亮。孔雀被誉为“鸟中

之王”，那时珍稀且价高，他马上借钱购入 20多只，
在山林里建起养殖基地。万事开头难，养殖头三年
没有收入，加上开始技术不成熟，时有孔雀死去，一
只就损失几千上万元。当时，村里人质疑道：你在这
山旮旯里，卖给谁？这倒没让他发过愁：在这互联网
时代，只要养好了，不怕卖不出去。慢慢地，规模越
来越大，三年时间，孔雀数量最多时达上千只。通过
淘宝等网络平台，他以孔雀幼苗 120元左右一只、成
年孔雀 600元到 3500元不等的价格售出，赚到了创
业以来超百万元的第一桶金。

一次在电视上，上海一位朋友养黑天鹅，年利润
上千万元的新闻又激起了他内心的冲动，以 1万元
一只的高价入手了几只。本以为有了养孔雀的经
验，养黑天鹅照样画葫芦即可。现实却给了他一个
下马威：一些幼鹅经常刚孵出来就夭折了，每天死一
只，却不知症结所在。经过不懈摸索，他终于找到了
原因：幼鹅保温工作极其重要，如果成年鹅与幼鹅混
养，极易造成幼鹅过早下水着凉，引发肠胃不适而生
病。现在，他的基地一年幼鹅出售量能达到上千只，
收益可观：一个蛋就能卖到 400元，一只幼鹅刚孵出
来卖 800元，养一个月就值 1000元。除去成本，利润
能年入百万元。每逢节假日，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动
物乐园，许多人带着小孩慕名远道而来观赏。

不知不觉，已是午餐时间。热情好客的后巷朋友
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在门口的阳光下飘香：猪肝
炒白菜、猪大肠炒大蒜、猪血煮芥菜、红烧肉、山粉饺、
油豆腐、炸鱼干、煮白笋、炒油冬菜……真真是菜是农
家鲜，肉是土猪香，酒是轩辕黄酒醇。暖暖的日头下，
一桌老友，从12点多钟，一直吃到下午3点多钟。

回家后，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在后巷黄酒非
遗展示馆一侧，一株枯死的十数米高的松树，那遒劲
有力的枝干，定格着一种不屈不挠。我想，它所展示
的，正是后巷人的精神吧。

邂逅后巷
陶雪亮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我就被闹钟叫醒。推开窗
户，山间的雾气还未散去，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我
收拾好书包，里面装着昨晚准备好的教案和几本崭
新的练习册。

“小颜，该起床了。”我轻轻摇醒蜷缩在床角的女
孩。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一骨碌爬起来，动作利落
地叠好被子。借着晨光，我看见她床头的墙上贴满
了奖状，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上次月考的进步奖。

走在山路上，露水打湿了裤脚。小颜蹦蹦跳跳
地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等我。她的书包带子断了，
用一根红绳系着，随着她的动作一晃一晃的。我快
走几步追上她，把准备好的面包塞进她手里。

“姐姐，我不饿……”她推辞着，肚子却不争气地
叫了一声。我假装没听见，自顾自地说：“今天我们
要学新的数学公式，得吃饱了才有力气思考。”

教室里已经坐了几个孩子，都是附近村子的。
作为“乡村振兴·教育帮扶”志愿服务队的一员，我负
责这个教学点的课后辅导。

小颜坐在第一排，握着铅笔的手因为用力而微
微发抖。她的课本边角都卷了起来，但每一页都工
工整整地记着笔记。我走到她身边，发现她在解一
道几何题，草稿纸上画满了辅助线。

“这里，可以换个思路。”我俯下身，指着题目
说。她身上有股淡淡的皂角香，是山里人常用的那
种。她的睫毛很长，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随着思考
轻轻颤动。

突然，一滴眼泪落在草稿纸上。小颜慌忙用袖
子擦眼睛：“我就是太笨了，怎么都学不会……”

上周家访时，她奶奶说，这孩子每天晚上都躲在
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我蹲下身，轻轻擦掉她的
眼泪：“你知道吗？姐姐小时候也经常做不出题，急
得直哭。但是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学会。”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已经不再流泪。我继
续说：“你看，这道题你已经画了这么多辅助线，说明
你很认真在思考。来，我们换个方法……”

阳光渐渐西斜，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终
于，小颜解出了那道题，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她
兴奋地指着窗外：“姐姐快看！”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夕阳的余晖染红了
整片天空，远处的山峦镀上了一层金边。小颜轻声
说：“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时候，因为我知道，山
的那一边，有更广阔的世界在等着我。”

我的眼眶有些发热。是啊，在这片大山里，还有
无数个像小颜这样的孩子，他们渴望知识，向往远
方。而我们这些志愿者，就是连接他们与外面世界
的桥梁。

收拾书包时，小颜突然说：“姐姐，我以后也要当
老师，回来教更多的小朋友。”

回程的路上，我望着蜿蜒的山路，想起这两年的
点点滴滴。从最初的语言不通，到现在的亲密无间；
从孩子们怯生生的眼神，到如今自信的笑容，每一步
都充满艰辛，但每一步都值得。

回到大学校园后，我依然时常想起山里的孩子
们。有一天，我正在图书馆自习，手机突然振动起来。

“姐姐！”电话那头传来小颜兴奋的声音，“我考
了全班第一！”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能想象她此刻
一定红着脸，眼睛亮晶晶的。

“太棒了！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姐姐，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小颜的声音又轻

快起来，“我们村的小图书室建好了，就是你上次带
来的那些书。现在每天放学后，都有好多小朋友来
看书。我现在是图书室的小管理员了。我每天都会
把书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就像你教我的那样。”

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个曾经连课本都买不起的
女孩，如今成了知识的守护者。我仿佛看见她踮着
脚尖，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书架，就像在安放一个个
珍贵的梦想。

我轻声说：“你做得很好。姐姐为你骄傲。”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抽泣声：“姐

姐，我想你了……”
“等放假了，姐姐就回去看你。”我柔声说，“到时

候，我们再一起看夕阳，好不好？”
“好！”小颜破涕为笑，“我还要给你看我新学会

的数学题！”
挂断电话，我望着手机屏幕，久久不能平静。我

知道，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还有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等待着我们用青春和汗水去点亮。而我们，将永远
在路上，做那束照亮山那边的光。

山那边的光
王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