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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在城市，牵挂着乡村。老
家，等你回来。浙江日报美丽乡村
周刊官方微信平台“老家”，扫一
扫，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编者的话：“荧台焚紫电，石室化丹书”。字是先贤创造，不可亵慢，不用时当
以字库焚化之。字库塔的存在，可见古人对文字的尊重升华到很高的尺度。而如
今，电话、电视、网络的高度发达，让文字的地位陷入了某种颓势。在有着“理学名
宗”、“桑梓誉重”荣光的磐安县双溪乡梓誉村，蔡琪星希冀将家家户户的字纸篮再
挂回去，正是要承袭梓誉的荣耀，重拾对文字的尊重。

老家学堂

市委报道组 鄢鸣

披云山地处闽浙交界处，是浙
西南的一座名山。山高谷深、雨量
充沛，因终年难得不披云而得其名，
是瓯江、闽江、钱塘江“三江”主要发
源地之一。山中奇峰叠起，万木葱
茏，奇花异草遍布，怪石林立，令人
叹为观止。

7 月的一个午后，龙泉市竹垟
乡局下村的张根发正拿着遥控器换
台，突然，电视上一个画面吸引了
他：一位专家拿着一块长着几个鲜
艳蘑菇头的姜块样东西，介绍这种
野生植物，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
其严格，但药用价值非常高，尤其对
癌症有一定的疗效⋯⋯

“这东西不就是我们家祖传草
药‘地杨梅’吗？它也是生长在海拔
1680 米高的披云山原始森林里，晒
干煎汤服用后，对治疗咽喉肿痛、口
腔溃疡可以说是药到病除，‘地杨
梅’会是专家口中的抗癌药吗？”老
张犯了嘀咕。

县城问药
老张是民间郎中，开了一家草

药铺，这门行当是从爷爷辈传下来
的，所以在方圆几里内小有名气。

“地杨梅”这味药，是他的爷爷当年
在披云山寻药时发现，一直传到现
在，除了他们张家，没有人知道这个
草药生长的地方。

“如果真跟电视上看到的草药
一样，那我可是要发了。但是这样
一来，家族保守百年的秘密肯定守
不牢了，会有很多人跟着去挖，这样
会不会对生态资源造成破坏？”看到
这个节目后，老张好几个晚上睡不
着觉，有兴奋也有矛盾。

局下村是龙泉一个偏远山村，
交通十分不便。这几年，龙泉市积
极鼓励高山远山农民异地搬迁，老
张一家也搬到了隔壁的全国中心镇
——八都镇的下山脱贫小区里安
家，每年只有到秋天，也就是“地场
梅”生长的季节时，才会回老家。

思来想去，老张决定还是等“地
杨梅”可以挖的时候，拿去给有关部
门鉴定一下。熬过夏天，等到白露
过后，老张赶到披云山挖了一袋“地
杨梅”，下午便拎着宝贝进城“鉴
宝”，最重要的是，他还想了解市场
销售信息。

老张满怀希望，先后跑到龙泉
市医药公司、农业局、药监局，工作
人员都说不认识，老张有点沮丧，难
道自己想多了。怀着最后一丝希
望，老张来到林业局，很幸运他碰到
了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王远长，在
交代了事情的始末后，王远长先是
帮“地杨梅”拍了照片，发到本地的
QQ群和论坛上，希望能扩大信息收
集渠道，又继续在网上搜索信息。

就在没头绪之时，王远长的同
事无意间说了句，以前看到有篇新
闻说曾在松阳县的箬寮发现一种蛇
菰科野生植物，我看跟这个有点像，
但也没有确定是什么名字，还称是
丽水首次发现。这句话提醒了王远
长，按照蛇菰科这个方向，他在网上
搜到与“地杨梅”极其相似的“鹿仙
草”。

这一搜索结果，让老张原本沉
下去的心，又兴奋起来。百度上显
示：鹿仙草，为蛇菰科植物，功能主
治益肾养阴、清热止血，主肾虚腰
痛、虚劳出血、痔疮出血，药理作用
有显著的抗肝癌作用。

但仅凭一张图片，并不能确定
“地杨梅”就是鹿仙草，而且按照百
度说明，鹿仙草也没有治疗咽喉肿
痛、口腔溃疡的功效。

热心的王远长又想起临安有个
药材市场，他立即拿起电话联系，又
找到磐安林业局帮忙打听这方面的
信息。等到下午 6 点，QQ 群、论坛
上、磐安同行都没有动静，老张只好
悻悻然地回家等待消息。

两天过去了，王远长那边还是
没有消息过来，“地杨梅”的身世，像
一个扑朔迷离的悬念，让老张饭不
思夜难寐。

深山探药
为了揭开“地杨梅”的身世之

谜，谨慎的王远长提议老张带他进
山，去现场看看，多拍些照片，或许
能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老张欣然
同意。

就在进山的前一天晚上，王远
长的 QQ 里收到磐安同行回复的资
料，这是他找到资深植物分类专家
陈征海看过图片后写的。资料说，
该类植物属于蛇菰科蛇菰属，如果
照片是拍自浙江的野生植物，那很
可能是疏花蛇菰，以前叫穗花蛇菰，
我省浙南有产，全草入药，为行气止
痛剂，可治痔疮、虚劳出血、腰痛等，
有资料称对肝炎疗效颇为显著。但
不是鹿仙草，浙江没有鹿仙草。蛇
菰很多都有药用价值，但网络中抗
癌作用药效有夸大。目前，磐安的
药材市场还没有蛇菰的购销业务。

悬念到此，似乎有点浮出水面，
但毕竟陈征海没有亲自看到实物，
也不能十分确定。

为了得到确切的求证，老张带
着王远长进了披云山，老张家的草
药大多采自披云山。披云山中，有
著名的天师庙，庙中供设着道教创
始者张天师（张道陵）的塑像，是人
们为怀念传说中为百姓造福的张天
师而建造，从古至今，千里迢迢来此
进香、观光游览者络绎不绝。

一路披荆斩棘，两人走到披云
山半山腰一处由三节大石头叠起来

的地方，老张伸手一指，到了，“地杨
梅”就长在这块区域，这里可是宝
地，我从不告诉别人，这里局部气候
自成特点，植物品种十分丰富。

老张熟门熟路，很快就找到了
从地下冒出的“地杨梅”。老张说，这
东西很神奇，只长在阴暗地方，将根
深深埋于地底，只露出小小的蘑菇
头，不懂的人真难以发现，就算发现
了，也会认为是有毒的蘑菇。不过

“地杨梅”的生长周期不长，每年过了
白露才开始长，到深秋就枯萎，其间
还有獐子一类的动物会以此为食。

王远长拍了照片，又在现场挖
了一些“地杨梅”，蛇菰很容易挖，长
得浅，拿手指一抠就抠上来，只是下
面那条树根要用力拔。刚挖出的

“地杨梅”，颜色富有光泽，更接近于
煮熟蛋黄一样的颜色。

结束了探药之行，王远长匆匆
回办公室。巧的是，龙泉市林业局
正在举办一堂植物分类的知识培训
课，王远长立即把自己上山的成果
送到讲课老师面前。

老师一看就说，这个可能是穗
花蛇菰，一种寄生在树根上的植物，
可入药，作为药材还没有形成市
场。浙江有两种蛇菰，凭花形来确
定，如果开花长成穗形，就是穗花蛇
菰，如果没有穗，就是杯茎蛇菰。两
种蛇菰都比较少，只在浙南分布，而
且对生态环境要求高，所以比较珍
稀。

悬念到此浮出水面，老张得知
结果后，怅然若失。但是药材的珍
稀性和对生态环境的高要求，又让
他欣慰，“至少说明我们龙泉生态
好。”

结束了“鉴宝”的老张，如今最
大的心愿是希望有识货之人上门收
购，让山区的农民多一条增收渠道。

披云山上觅仙草披云山上觅仙草披云山上觅仙草
老家秘境

本报记者 徐贤飞
磐安县委报道组 吴警兵 卢伟星

800 年前，历史上的一次黑
暗，造就了磐安县双溪乡梓誉
村。

时光倒转，那是公元 1196
年（南宋庆元二年），因政见不
和，朱熹得罪权贵，被罗织出“十
大罪状”继而被废黜。理学被朝
廷定为伪学，好友、门徒均被流
放、罢免。

梓誉村先祖蔡元定，是朱熹
好友。其子蔡渊是朱熹的学生，
时任金华的婺路教授。为免一
家倾辄，蔡渊携子蔡诰逃入东
阳、磐安交界的崇山峻岭中。

800 年后，这里已经繁衍出
319 户、857 人的村落。岁月悠
悠，我们重访梓誉。

重重小桥，古韵悠悠

蔡元定，福建建阳人，人称
西山先生，南宋著名的理学家、
律吕学家、堪舆学家，是朱熹理
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他的后人生活在依溪而建
的村庄，襟溪一衣带水，岸上座
座小桥连接着村庄。远远望去，
一重又一重，寂静悠长。尽管是
周末，村里极静，静得能听到秋
雨飒飒落下的声音。

蔡家 25 代孙蔡琪星在家里
等着我们，他已 72 岁，一个精
瘦、乐观的退休教师。对于姓氏
的荣光，他比村里任何一个人都
了解。

“我也是几年前修宗谱的时
候，才一点一滴学的。我不是语
文老师，但是宗谱里都是古文，
村 里 没 人 愿 意 钻 ，我 就 来 试
试。”蔡老师乐呵呵地说。这些
年，对梓誉的琢磨让他一发而不
可收拾，已经写了两本梓誉的书
稿。

他家开着小卖部，陈阳的螺
丝钉、城里鲜能见到的解放鞋、
老式的黑纽扣，杂乱无章地摆放
着。蔡老师的电脑放在柜台外
面，还配有两只小音响。

老伴被约去玩麻将了，蔡老
师把门一锁，“走！我带你们去
看看镇村之宝。”“关了门，有顾
客上门怎么办？”我们问。“没
事。他们会去找我老婆，就这几
家人，熟着呢。”蔡老师说。

蔡老师口中的镇村之宝，就
在蔡氏宗祠里。离蔡老师家只
有几步之遥。宗祠正门关着，我
们绕过老年活动室，进入宗祠大
堂。整座建筑古朴大方，由牌坊
式门楼、前厅、穿堂、后厅等建筑

组成。门楼由青砖砌筑，房屋采
用抬梁式结构，雕饰高雅，华而
不俗。这座古建筑始建于 1420
年前，1529 年遭寇焚，1552 年又
得以重建。

门堂正中高梁上，“理学名
宗”的牌子高高挂着。“这就是我
们村的宝贝。朱熹朱老夫子亲
笔题的，这就是他对我们蔡家人
的评价。”

理学名宗，桑梓誉重

蔡氏宗祠现在已经有了新
用途——村老年活动中心和村
老年食堂。午饭刚过，老人们都
坐着闲聊。

我们到访，老人们觉得新
鲜，便围着我们说着当年的老掌
故。“我们村本来有两块极好的
匾，一块是理学名宗，另一块就
是后面的桑梓誉重。那块你看
着新一点的，是后来仿的。”蔡万
川老人说。

那是大炼钢铁的年代。梓
誉村边的小溪里有铜砂。村民
推着门板当洗砂的床，后来有人
发现这两块匾大小正好，比门板
合适，就要拿到溪里去。“幸好当
时有位在村里教书的老师说，他
的房间缺块天花板，要‘理学名
宗’当天花板用。”蔡万川回忆
说，村干部答应了，“理学名宗”
被保留下来，而“桑梓誉重”只能
让流水磨去了它的“容颜”。

朱熹称之为“理学名宗”，可
见蔡家是非常人家。拨开历史
的重重迷雾，探究蔡家，会发现
蔡家当年一门九儒。西山先生
的父亲就是理学先生，其子、其
孙都颇有理学造诣。这四个大
字，当年朱熹写给西山先生后，
一直保留在其长子蔡渊手中。
后随蔡渊到了梓誉就没有再离
开过。

关于“桑梓誉重”，村里已经
无人知晓它的来历了。只是后
来，梓誉村以这块匾为自己的村
子命名。据蔡老师说，那已经是
清末的事情了。“我感觉不论是

‘桑梓誉重’也好，‘梓誉’这个村
名也好，都是祖先前辈们，在提
醒着我们后人，以家族的荣光为
重，不做辱没家门，辱没村庄名
声的事。”蔡老师说。

随着时代发展，以梓誉为核
心，迁出村庄的弟子已有几千
人。蔡老师说，他们都记得当年
的“桑梓誉重”。梓誉村外出经
商办厂的人，也恪守这一传统。

高挂纸篮，敬仰文字
都说中国没有贵族。自魏

晋门阀制度以降，一直沿袭着家
门的荣兴，恐怕只有中国文化标
志性的孔家了。

但在磐安的山坳当中，我们
寻着了这样的贵族，尽管它也已
经在没落。蔡家的宗祠和钟英
堂、翔和堂等几个厅堂，融合了
木雕、砖雕、石雕，花纹大气、爽
朗。沿着小路，我们又穿回经过
了蔡老师家。

秋雨更重了，我们躲在他家
门廊避雨。蔡老师又在电脑前
忙碌着，他打印了些资料，整理
了一些纸张后，就扔到了我们头
顶的篮子上。

“蔡老师 ，真 环 保 。”我 们
打趣着。“这可不是环保，这是
我 们 村 祖 祖 辈 辈 传 下 来 的 规
矩。凡是有纸的字，都必须丢
到 门 廊 上 高 高 挂 起 的 篮 子
里。以前，还要集中到村口专
用的炉子里烧掉，如今炉子被
毁，我只能自己集中烧了。”蔡
老师说。

这是梓誉蔡家的老规矩。
以前的村里，几乎每家每户的门
廊上，都有一个钉子，钉子上挂
着一个旧篮子。从孩童启蒙第
一次握笔，写出的第一个字开
始，就要让母亲放到篮子里。“小
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如果我把
写过的纸丢在地上，甚至用脚踩
的话，眼睛就会瞎掉。”蔡老师
说，母亲这样的警示，警醒了他
一辈子。

炉子被毁，村里这样放纸
的篮子也渐渐挪作他用。蔡老
师家的也是。可是今年，他又
把篮子挂回去了。“反复地研读
古训，我现在才明白祖先定下
这个规矩的深意，我们必须尊
重文字，尊重仓颉当年的这一
创造。”

朱熹亲口赞誉的“理学名
宗”，果然非同寻常。祖先刚来
时，居住在离村五六里的山岭
上。雨小了些，蔡老师决定带我
们去看看。沿着襟溪走着，碰到
一位气质颇雅的中年女子，蔡老
师叫住了。这位女子是位中学
老师，村里即将成立的村理学研
究会也期望她的加入。成立一
个理学研究会是蔡老师最大的
理想。

其实，他已在自家墙壁刷成
的一个“小黑板”上，写着一些理
学的基本词汇，开始宣传理学思
想。

“我眼下最想做的是，就是
把 家 家 户 户 的 纸 篮 子 再 挂 回
去。只有敬重文字，尊重文化，
我们梓誉才能重现荣耀。”蔡老
师说。

理学名宗，
隐逸山野 800年

披云山的蛇菰。

梓誉村一角。

神秘的披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