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母亲河，给人精
神的滋养和心灵的温暖。江南水系发达，河
流纵横，我的家乡浙江浦江，地处钱塘江上
游，据说是全国唯一省名和县名都是三点水
偏旁的县。

浦江人民共有三条母亲河，分别是浦阳
江、壶源江和梅江。虽走向不同，但殊途同
归，最后都汇入钱塘江。浦阳江向东，壶源江
向北，梅江向南。三江流域的山山水水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浦江”。20 世纪 50 年代末，
浦江梅江地区被划入兰溪；60 年代中期，浦
江北部山区的马剑和青山两个乡划入诸暨。
从此，浦江故地一分为三。

（一）

行政区划虽已调整，但浦江建县1800多
年所形成的文化根脉却无法割裂。因为酷爱
乡土文化，江东放萌发了创办一家文化场所，
以展示浦江三江流域历史文化的念头，他将
这一场所命名为“三江楼”。

江东放是浦江县杭坪镇派顶村人，生于
1965 年，曾担任地方金融机构负责人达二
十余年。辞职下海后，远赴辽宁经商。人家
赚钱是为了享受，而江东放赚钱主要用于文
化公益。近二十年来，他累计用于文化公益
事业及捐赠的文化藏品价值近千万元。他
全身心投入到家乡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
研究、传承工作中，乐此不疲。三江楼的建
造得到时任浦江县文旅局局长徐方镇的大
力支持，徐方镇将其命名为“浦江三江楼文
化拾遗馆”。2012 年，旅居上海的著名画家
方增先先生应邀为江东放题写“三江楼”
楼名。

三江楼位于浦江县前吴乡民生村，此地
群山环绕，无河无江，为何取名“三江楼”？这
是江东放卖的“关子”，他要的就是不断地有
人来问这个问题，他可以“借机”宣传三江流
域的历史文化。十多年来，江东放就这一问
题不知回答了多少遍，无论是对家乡人还是
外地人，无论是对重要来宾还是小朋友，江东
放都一一耐心解答，不厌其烦。

为何会有如此浓重的乡土文化情结？这
得从江东放的成长经历说起。江东放的父亲
江国申是一位乡村教师，解放后长期在浦江
西部山区教学，并担任多所乡校校长。学校
每年都订有《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浙江教

育报》三份报纸。在父亲的熏陶下，江东放从
小养成了读报纸的好习惯，很多字都是从报
纸上认识的。1981 年，慈父过世，江东放入
职虞宅信用社，单位里订的报纸成了江东放
的最爱，剪报本贴了一本又一本。不知不觉，
四十余年过去，剪报已达一百五十册，江东放
也爱上了乡村文化。

（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面临
着发掘和延续的考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深入挖掘和传承
好传统农耕文化，推动传统乡土文化和现代
城市文明深度融合。这充分体现了传承乡村
文化、延续文脉的重要性。为了留住乡愁记
忆，延续历史文脉，江东放自觉当起了挖掘和
保护乡村文化的义工。他自费购买了价值数
万元的照相机，开始了行走乡村的文化记录
之旅。他拍古桥、古庙、古厅堂、古民居、古井
和古道等，在拍摄的过程中，聆听村里的老人
讲述乡村故事，诸如姓氏的来源、文化遗迹出
处等，记录下乡村历史和文化的点点滴滴。
在走访过程中，他非常注重收集纸质资料和
早已废弃了的生产生活工具等老物件，希望
在条件成熟时造一个展览馆，把这些实物展
示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了解家乡的历史
文化。不知不觉，浦江千余个自然村，都留下
了江东放追寻的足迹。

如今，设在三江楼内的浦江县文化拾遗
馆已成为浙江省有代表性的乡村博物馆之
一，引得参观者纷至沓来。文化拾遗馆的资
料可追溯到宋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等各个
历史时期。

在筹建三江楼的过程中，江东放得到了
包括张文德和张林岚在内的众多文化老人的
鼓励和支持，如今两位老人已仙逝，江东放决
定陈放他们的文史资料，以示纪念和传承。

2010 年，江东放开始与几位同好一起，
整理浦江百年人物史料，收集浦江人的著作，
迄今已收集 1300 余种。这些书为三江楼增
添了文化厚重感。江东放还特意开辟了一间
爱日轩纪念室，专门陈列张文德先生的写作
手稿、书信、照片和著作等。

2014年，江东放租赁了已被废弃的前吴
乡民生村小学校舍，耗资数百万元，兴建了三
江楼。三江楼今址，清代建有山隍殿。1936
年下半年始，开明绅士费辉山主持建造殿前
之戏台、厢房，历时两年余竣工。1941年，费
辉山将家中私塾清心学堂迁移至山隍殿，更

名为山隍殿初级小学，吸收本地蒙童就读，假
殿宇、厢房以课至新中国成立，改为政府续
办。1954 年成立民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此处辟为合作社办公场地。1960 年代供销
合作社曾在厢房内开设代销店。1969 年拆
除正殿，改建为民生小学。1970 年，民生大
队在原戏台前兴建平房七间，开办初制茶
厂。1971 年春，始建民生小学校舍。1979
年，民生大队利用厢房开办小型药用玻璃瓶
厂。1999 年 9 月因教育资源整合，民生小学
裁撤并入朱桥小学，成为民生村两委会的临
时办公场所。其后，戏台、厢房因年久失修、
风雨侵蚀，倒塌沦为废墟。

在废墟及旧校舍基础上兴建三江楼，江
东放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砖石、梁柱等建
筑材料，都是以徽派建筑的标准，“整旧如
旧”。三江楼内设方山子国学讲坛、月泉学社
驻地、文化拾遗馆、月泉书院、爱日轩陈列室、
艺术创作室、丰收学堂、县市社科教育基地。
其中月泉书院收藏并展示本土文化书籍数千
册，文化拾遗馆建筑面积500平方米，陈列了
浦江历代契约、家谱、税据、红帖、报纸、招贴
画、教材、读本等纸质文史资料，以及铸造、木
器制作工具，古砖、瓷器、像章、家电等器物，
藏品上万件，较全面地反映了浦江历代文化
遗存。对于文化拾遗馆里每一件藏品的来
历、用途，江东放都如数家珍。在他的眼里，
历史是有感情、有色彩、有温度的。他是往事
的收藏者，更是历史的知音。

（三）

记得 2020 年 5 月 26 日，我应浦江县文
联之邀，在月泉书院举办了一期写作讲座。
次日晚上，听讲座的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一组
照片，那是我30年前自编自印的一本油印诗
集《为了二十岁的纪念》。这是我的涂鸦之
作，不料有人竟视若珍宝，并表示将在适当的
时候，将其捐献给三江楼文化拾遗馆。“当时
只道是寻常，过后思量不简单”，东放兄之虑
可谓远矣！

三江楼所在地民生村位于浦江县城西南
约 7 公里，与兰溪市横溪镇毗邻，辖徐家、山
脚、坞坑、觉寺、张山沿、宋宅、费宅、西源8个
自然村，方圆约 6 平方公里，分布在长约 2.5
公里的湾岙之中。这里山峦起伏，植被茂密，
环境幽绝，空气清新。

江东放说，待条件成熟时，他要将三江楼
包括楼内陈列的所有物品，都捐给政府。江
东放的为人和行事风格酷似费辉山。费辉山

乃是费宅村人，其祖父及父亲费文明极善经
营，费辉山经常接济邻里乡亲，人称“辉山
师”。

费辉山与我祖父年龄相当，家父小时候
曾多次见到“辉山师”：通天鼻，小眼睛，个子
不高，身板结实，穿马褂或长衫，手持一把黑
洋伞，口才很好，乐善好施。记得有一年村里
做戏，他登上台高喊：“乡亲们，中午都到我家
里来吃饭！”结果把家里留作水稻种子的稻谷
都给吃掉了。父亲说，“辉山师”有两件事一
直为后人所称道：一是对贫苦老百姓很好；二
是注重教育办学校。那时候山里孩子没几个
读得起书，费辉山的山隍殿初级小学给了山
区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传说，费辉山走在
浦江县城的大街上，经常被人拉到家中去做
客，好吃好喝地被款待。这好人缘，在整个浦
江也算得上“独一份”呀！“辉山师”的善，是发
自内心，刻在骨子里的。

（四）

回头来再说江东放。江东放长相酷似费
辉山，秉性亦类似。知情者说，他衣着朴素，
为人淳朴而低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东
放兄对历史素抱追慕之意，对文化常怀敬畏
之心。他先后与人合作编著《上山遗址发现
二十周年特辑》《浦江历代碑刻遗存》《浦江百
年人物》《乡情难忘》；参编《月泉流痕》《浦江
古道》《爱日轩文存》《浦江近现代乡贤录》《浦
江文献集成》等乡土文化系列书籍；他捐款编
纂出版《浦江文化志稿》，出资翻印遗存孤本

《浦阳历朝诗录》《浦阳唱和录》；校注《超然抒
情集》《松围轩钞》诗集，为保护、传承、弘扬乡
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2012 年，他将耗时
15 年精心收藏的数万件“文革”藏品无偿捐
赠给浦江县档案馆。2017 年，江东放向筹建
中的浦江非遗陈列馆捐赠了80余件清代、民
国的传统服饰，一时传为佳话。市、县“两会”
期间，作为市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的江东
放先后提交了保护本土文化、振兴乡村、文化
旅游、养老医疗等建议和提案，受到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些建议正逐步
得到落实。

上过班、下过海的江东放如今痴迷于文
化公益事业。对于他不断地捐款捐物，他的
家人从无二话，总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

登三江楼举目四望，不见江潮汹涌，但见
青山如黛，山高谷深。岭上多白云，而云雾缭
绕之中，似见费辉山、江东放一前一后攀岭
而来。

三江楼记
吴重生

屐处留痕

父亲离世第二天，因为要定制遗照，我翻看近十年拍摄
的照片。应该说，我为父亲拍摄的照片不少，但没有一张是
他单人的。在我的电脑相册里，凡有他在场的照片，几乎都
是跟母亲的合影。最终，我只能选出其中一张，将他的上半
身截取出来，交由外甥女炀炀和文静去抠除背景。

关于我父母的感情，一直来是老家村里的典范。如果有
人问我，什么是爱情的模样？我一定会向对方讲述我父母的
情感故事。确实，除却书本上杜撰和影视中演绎的，在现实
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爱情，最能让我感动的，到目前为止，也就
是我父母之间的那一份。

至于我父母的结合，有过一个传闻：我舅妈是我的大姑，
她嫁过来时，我的父母都不到十岁。等他们十四五岁时，我
父亲展现了绘画的天赋，当时我母亲家正建好房，便请我父
亲去壁上画画，我母亲磨墨递笔打下手，于是两人暗生情愫，
后来自由恋爱，喜结良缘。

针对这个传闻，我分别向父母求证过，但他俩均予以否
定。他们说，他俩根本没谈过恋爱，只是到了一定年纪，有长
辈觉得两人挺般配，又有亲戚关系，便从中撮合。

结婚后的父母，关系极为融洽。从我懂事起，直至父亲
离世，这漫长的五十年间，我虽看到过他们争吵，但从未见他
们有过打骂。这样的“美满”，“落”到父亲身上，多少是令人
诧异的。因为父亲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我们姐弟仨，没
少挨他的揍；他跟人争执，嗓门大到响彻全村。但他没动过
母亲一根指头，温柔地称呼她“阿荷”，整整叫了一辈子，佐证
了他对母亲的用情之深。

父亲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坚强者,我只见他流过一次
泪——那是大姐出嫁那天，他躲在卧室里默默掉泪。可大姐
告诉我，其实父亲还哭过一次——1999年，母亲生病住院，我
在医院陪护，他回到家，当着我小姑的面，号啕大哭。

母亲也深爱着父亲。1980年后，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大
队（现在的村）的那辆大型拖拉机被转卖，当了十五六年驾驶员
的父亲失了业。那个时期，很多农民去上海松江挑泥赚钱。父
亲也萌发了这种念头，但被母亲阻止了，她怕他吃不消。

此后，父亲干过多种职业——大型拖拉机驾驶员、油漆
工、建筑工地保管员，尽管也曾背井离乡，但每次时间极为短
暂，最多不超过半年，因为母亲不想他离开身边，更不愿他受
苦受累。这跟老家其他女人迥然不同，她们见自己丈夫成天
呆在家里，总以呵斥的方式，驱其外出赚钱。

然而，父母被迫分离过七八年。当时，我家保姆不干了，母
亲便来帮我带小孩。父亲因老家有活儿，只能留在那边。他无
数次奔波于杭州与绍兴之间。父母每天都通电话，从不间断。

2020 年 5 月底，父亲不幸离世。之后，将近一年半时间，
母亲经常生病。我们清楚，这是悲伤所致，竭力劝说她离开
老家，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母亲总是不愿意，以“住不惯”
为由婉拒。有一次，面对我的邀约，她喃喃地说：“我要是去
了你家，你爸一个人在这里会冷清。”

母亲始终待在老家，我与她每天通电话。好多次，她会
告诉我：“你爸走了以后，我总想不起他的样子。”每次，还没
等我开口，她就接着说：“可能你爸怕我伤心，有意不让我想
起的吧。”我想，父亲若在天有灵，应该会这样做的，因为他是
那么爱母亲，胜过爱自己。

这是我父母的情感故事，谈不上轰轰烈烈、可歌可泣，它
是那么至真至诚，又是那么至情至爱。

父母的爱情
卢江良

我写的《半个多世纪的宣传缘》先后被多
家媒体转载，读者问：“是什么动力支撑着
你？”我的回答是：“热爱。”

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直都是
校黑板报通讯员。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回老
家插队，当上县广播站和县文化馆的通讯
员。其时的写作，纯粹是一种爱好。而后当
上教师，在认真教学之余坚持写作。随着稿
子发表的增多，我越写越爱上了这份工作。

长期扎根“三乡”大地的采访，那一件件
可歌可泣的凡人新事、善人善举，让自己感同
身受，浸润其中，思想得以不断地滋养和升
华，我的笔端也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许多时
候，能把内外潜能挖掘到极致。

我是《浙江教育报》的特约记者。1999
年，全省师德建设年，报社约我采写几个人物
典型，截稿期 10 天。我随即向市教委有关领
导电话请示，他们给我推荐了 6 个人物，我从
中确定了3个，马不停蹄开始采访。

几天后，我奋笔写出 3 篇人物通讯，各
2000 字左右，准备于当晚誊好，翌日寄出。
这时，办公室电话又响了，是东阳市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的校长打来的。该校近几年的毕业
生供不应求，那年的毕业生又被“预订”一空，

问我是否能去采访，我随即联系了本地报社，
编辑要我在第二天上午送到。

此时已是下午 2 点多，一位同事骑摩托
车载我疾驶去采访。回家时，已是万家灯
火。我胡乱吃了点晚饭，便从包里拿出采访
本和一大叠稿笺，妻见状说：“今晚又要做半
夜戏了吧？”

我也幽了她一默：“不但要做半夜戏，恐
怕还要连着做天亮戏哩。”

“我来帮你抄。”妻子当我稿子的第一读
者是常事，而直接替我抄稿则是没有过的。
我随手将一篇人物通讯交给她。别看妻子只
有小学文化程度，字却不赖，工工整整，清清
楚楚，标点符号也写得非常规范。

妻子的助阵，使我如释重负，文思泉涌，个
把钟头后，《东阳技校毕业生缘何受青睐》初稿
一气呵成。待到全部搞定，还不到半夜12点。

“夫唱妇随”赢得了战果：《东阳技校毕业生
缘何受青睐》一文分别在《东阳日报》《浙江教育
报》《浙江日报》和《中国教育报》全文刊登。

与此同时，《一位农村教师的家庭画展》
《她比别人更懂得爱》《兴学带头人》3 篇人物
通讯先后在《浙江教育报》刊出，其中《一位农
村教师的家庭画展》还上了《中国教育报》。

2012 年 8 月的一个上午，上卢管理处有
关领导约我采写两位“东阳市道德模范候选

人”的事迹，要求在 3000 字左右。一是供给
媒体，二是汇编出书，三是供评选东阳市“道
德模范”。离截稿只有3天，考虑到我已退休
且身体瘦弱，问我吃得消否？恭敬不如从命。
一声“没问题”后，我便使出浑身解数，陀螺似
地连轴转。从采访到成稿，2 天半时间里，我
几乎没有休息，连续两晚“开夜车”，到第三天
下午，如愿交稿。几易其稿所写的两篇长文，
受到了有关领导的首肯。虞希龙评上东阳市
第三届“道德模范”，徐红兵也获得了东阳市第
三届“道德模范”提名奖。文章均入选由东阳
市委宣传部编的《身边的榜样》一书，并被《东
阳日报》和《金华日报》刊出。事后，我终于累
倒了，连续挂了4天吊针。

2017年7月13日上午，市委报道组蔡风
来电说，近期要召开世界东阳人发展大会，并
相应开展“东阳记忆”原创作品有奖征文，希
望我一定参赛。

当时，我刚出院不久，正躺在床上养伤。
一个多月前，我因摔倒致使股骨较严重骨
折。医生嘱咐我：一天 24 小时都要躺床，脚
是绝对不能动的，否则骨缝很难愈合。当蔡
风问我，脚不能动，手能写吗？出于对写作的
挚爱，我说：“手能动，一定写。”

于是，我横下一条心：“骨折了，写稿不能
打折。”我又重新挺坐在床头，拿起了笔。

这一“横”，横出了《怀念老家的土灶》和
《难以割舍的书信情结》。前文在“东阳记忆”
征文中获奖，后文分别被多家省市和国家级
媒体采用。当获奖作品《怀念老家的土灶》在

“东阳发布”平台传播之后，点击率之高，好评
之多，实在让自己惊讶。一位网民说：这篇文
章写得太好了，让我找回了童年，谢谢作者。

就这样，自己写作的激情又重新喷涌而
出，也顾不得骨伤了——凡是提供新闻素材
的电话我都接，需要亲临现场的，我都坚持拄
着拐杖由亲友开车送达。2017 年，我被采用
的稿件总量不但未减，反而有升，质量也令自
己特别满意，光在《东阳日报》《金华日报》《金
华晚报》《浙江工人日报》《浙江老年报》《中国
老年报》等报纸所发的头条就多达 29 条。另
外，我还坚持在病床上撰写了多篇党建理论
文章，《创新党建工作的几个方法》《共产主义
理想不能丢》《亮出共产党员的牌子好》等文
先后在多家党报党刊发表。

迄今，我共有50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稿
在省市和国家级媒体发表，81 篇文稿获奖；
300 多本获奖证书，则是我教学、写稿双丰收
的象征。

常言道：“初心不改，方得始终。”我虽年
逾古稀，但固有初心敦促我：切莫言老，依旧
紧握手中之笔写下去、写下去。

读者之声读者之声

艺境

紧握手中之笔写下去
厉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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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胜地，生态名村。杭邑西行，绿野广袤兮群山葱郁；
新登北去，清风爽朗兮秀水氤氲。蓦然视野豁开，村碑突现；
继而群峰耸立，古木萧森。碧黛遮天以巍峙，轻涛蔽日而纷
纭。村倚溪谷，山巍峨兮高入云汉；水分陌阡，岭环抱兮美如
仙媛。但见田畴纵横，层峦叠嶂；犹闻流水潺响，牧笛委婉。
噫嘻！伴茂林与修竹兮柳绿而鸟喧，真乃人间胜境；耕陇亩
以墅居兮风淳而民朴，恍如世外桃源。

古哉湘溪！姚兴故里，苏轼诗名。史溯元宋，声蜚古
今。乡人洪钧，治湘惠政兮村溪留名为念；宋将姚兴，殉职尽
忠兮朝廷立庙而旌。明代贡茶，帝阙佳评传千载；月和书院，
方廉夜读至五更。犹有那东坡古道，水车悠转兮如诗浅唱；
民宿新篱，溪柳荡摇兮似鸟低鸣。噫嘻！信众游人，拈香叩
拜观音殿；乡贤名宦，煮酒清吟醉月亭。

美哉湘溪！风光绮丽，景物昭彰。群山磅礴，层林染异
彩；绿水逶迤，大地披浓妆。上唐峰尖兮观石龙鳍张，感林海
之浩瀚；登九仰坪兮瞰云海日出，赞湘溪之绵长。明代石门，
开涵造路马蹄落；岭头旧迹，太守还乡栈道行。镇村宝器，千
年银杏根犹壮；缠树奇缘，三体连心气愈强。犹有那春笋肥
兮林如市，山民忙碌碌；杨梅熟兮红满山，果户喜洋洋。群山
环抱兮平畴描锦绣，二水逶迤兮稻菽播芬芳。噫嘻！竹海起
涛，茶园嫩叶青葱；蔬畦凝碧，稻浪金波荡漾。

乐哉湘溪！悠闲自在，野趣横生。风和日丽，水秀山清；
可游可玩，宜憩宜行。邀两三好友，品茶树下观溪月；聚几许
佳朋，炊野湖边煮岭星。山居民宿，远离楼市喧闹；特色农
家，趣享民间风情。朝闻鸡鸣犬吠，夕听鸟语虫鸣。宜赏鲤
观荷，捉蝉垂钓；可学犁采果，煮酒论经。噫嘻！竹笋嫩兮鲫
鱼美，瓜果甜兮佳肴馨。古寺钟敲，寻幽觅胜方邀去；龙洞风
响，探险猎奇又出征。

壮哉湘溪！英才辈出，铁骨峥嵘。人文荟萃，腾骧跃骥；
山水迤逦，毓秀钟灵。杰魄为家国，英雄尽忠耿。悲乎！抗
金杀敌，三千壮士丧幽冥；伟哉！护坝通涵，斗胆村民履险
境。犹有那勇赴国难，保家卫国多壮志；深怀民忧，救死扶伤
献忠诚。噫嘻！和邻睦里，勤劳守法兮民风淳厚；励志奉公，
奋发有为兮骏业腾兴。

名哉湘溪！富春山居，度假天堂。振兴科教，发展生态经
济；打造精品，绘描旅游华章。古迹重辉兮宋韵姚里，蓝图再绘
兮坦途美乡。看非遗竹马，民间传承新展现；游生态蔬园，农业
科技喜弘扬。遥望古寺云山，钟鼓与松涛汇响；近瞻人文展馆，
自然同史载辉光。噫嘻！溯古抚今兮欣湘溪之巨变，登高望远
兮赞胜地之荣昌。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感而作赋，以志景仰！

【注释】①湘溪村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富春江上游，
拥有丰富山林资源、良好生态保护和适宜气候；历史悠久，人
文积厚，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村、全国生态文化村、浙江省
绿化示范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浙西“十佳”旅游风情乡村、
杭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兵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湘溪①赋
王国钧

《故城——被拼贴的记忆》通过对熟悉的老家具和物件的改造，去打破这些原有物件的形态，重新组合，营造别致的空间，重温关于心中故“城”的体验和归属感。 木 金属 陈政 作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