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浙江潮 责任编辑：范东升 电话：0571-87055181 电子信箱：lybcqgf@163.com 2020年9月 日29

金星为何闪闪发亮

□陈荣高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最
亮的是金星。金星亮，亮在哪里？

亮在有个好环境

走到开化县金星村村口，映入眼帘的
是一块竖着的巨石，上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闪闪发亮的大字。村口公园小
巧精致，与周边山水相得益彰。进入村
口，是条香樟大道，枝繁叶茂的香樟树遮
住了天空。两旁树上挂满了红灯笼，仿佛
天天都是喜庆的日子。

村里每家每户是白墙黛瓦的楼房和宽
敞整洁的院子，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花草葱
茏。村里，柏油马路宽阔整洁，除了树下的
点点落叶，连一粒灰尘都不见。村旁有条
马金溪，长年流淌着钱江源之水。这里有
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完的情缘。

环境变了，变得那么靓丽。说变，源于
2003年在全省展开的“千万工程”，经过村
里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治，被确定为示
范村的金星，开始美丽蝶变，曾经脏乱差的
小山村变身为独具魅力的大花园。

亮在有个好绿业

金星村有棵银杏树，树龄已有千年，
见证了村庄发展，留下了乡村记忆。

据《夏氏宗谱》记载，族祖夏史烈为避
黄河水患从河南南迁，行至金星地界，觉
得此地风水不错，便将山上的一棵银杏树
移栽于此，视其死活定人的去留。银杏树
活了，家族遂定居于此，从此子孙繁衍，家

道兴旺不绝。
2006年8月16日，省委领导走进金星

村，看到村口的这棵银杏树，根须外露，枝
叶稀疏，已经不大有生机。他嘱咐村支书
郑初一要保护好这棵树。经过一番抢救，
这棵千年银杏树起死回生，真是“盛世心
映夕阳美，老树逢春更著花”。

银杏树象征着村庄的世代繁荣，金星
村人开辟了一条银杏大道，种下一大片银
杏树，建成银杏公园，还在 300亩茶园中
套种银杏树苗。同时，几十家农家乐、民
宿、茶室、竹物馆开张。而今，来金星村拍
摄、写生、观景的人络绎不绝，有时挤满了
整个村子。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这就是新
农村。”村民们沿着绿色产业走下去。金
星的茶叶长于青山间，出产的龙顶茶品质
特别好。现在，全村光茶叶这一项收入，
每人每年就有一万多元。

金星村还种植无花果树。十多年来
面积不断扩大，经营方向不断拓展。原来
经营木材生意的周平，转型经营无花果，
成系列地开发出无花果酒、无花果香皂、
无花果果脯等，把小小的无花果发展成覆
盖全省、辐射全国的大产业。

银杏、茶树、无花果这“三棵树”，成了
村民的发财致富树，村里的绿色经济搞得
风生水起。

亮在有个好支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金星村前后有三

任村支书。1994年，34岁的郑初一当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今天。郑初一
认为，加强与村民沟通，是村干部的基
本功，他按照“一村一册、一户一档、一
事一表 ”的标准建立民情档案，并且每
周有一日定时进行民情沟通，不管大事
小事，一律全程服务。根据农村农时特
点，他们率先在全县行政村中实行“村
干部晚值班”制度，使得村委会办公室
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村干部特别是
郑初一成了村民最信任的人。村民之
间有矛盾、对村干部有意见，都能及时
得到解决协调，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
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实现了
70年零上访。

那年，郑初一新官上任的第一把
“火”，就“烧”村庄建设规划。郑初一没有
否定前任，而是在 1977年规划的基础上，
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制作了金星村未来的
布局平面规划图。而今，人们惊奇地发
现，时隔 40年后完成的现场图，与大自然
是何等的融合相生。

要得到群众认可、拥护，党员干部必
须恪尽职守、公道正派、清正廉洁。“金星
村的干部绝对不承包村里的工程，全部走
招投标的正规程序。”郑初一的话掷地有
声，村里的一切项目公开公平，一切开支
实行“财务三审制度”。

金星亮了，整个村亮了，亮了生态环
境，亮了绿色产业，亮了党心民心。

钱江潮钱江潮 王成王成 摄摄

□陈荣力

越地绝味霉千张
走进越地杭州湾畔一带，无论是市民

百姓烟火氤氲的饭桌，还是酒店宾馆觥筹
交错的台面，你不难看到一份特别的菜
肴：一叠叠像半块麻将牌大小的千张片，
或洒点盐花清水蒸了，或铺层肉末和酱油
摊着，那千张片水分充盈，色泽暗黄，一股
霉稠稠、暖哄哄的豆香，随着袅袅的热气
铺沿升腾。夹一筷入口，尚未及细嚼，那
千张片早化作一团微酸、霉香、粉糯、暖哄
的鲜气，盈满舌面牙腭，直奔喉咙食道而
去。初尝者对这份独特的微酸、霉香往往
一个激凌，或长吁一口，或打一个喷嚏；而
熟稔和嗜好的，则齿舌生津、味蕾涌动，或
啧啧赞叹，或频频伸筷，直至把最后一点
汤水倒入饭中狼吞虎咽下去，亦不是个
例。这份特别的菜肴，就是“霉”名远扬的
霉千张。

在传统的越地菜中，我以为能称得上
绝味的，霉千张算一个。越地菜霉、臭、醉
三足鼎立，臭族以臭豆腐干领衔，醉族以
醉蟹、醉泥螺把持，而霉千张，不但以独特
的滋味和讲究的工艺树霉族的旗帜，甚至
也可视作霉、臭、醉三族的龙头大哥。

细想起来，一味菜品能称得上绝味
的，至少得有三个条件。一是滋味独特。
凡绝味皆会入口难忘，这还不够，我以为
舌尖上的感受、味蕾里的印记只是浅表层
次，那渗入到五脏六腑里去，辐射到大脑
皮层上来的血液溶合和生理记忆才是真
正的绝味；其二工艺讲究。菜肴是人文的
符码，这一符码体现在菜品中，关键就是
制作工艺的讲究或无可替代，可称之为绝
活；第三能下能上。既可供黎民百姓、贩
夫走卒佐饭之需，又好入新客旧友、红白
两事宴请之席，还能登酒店宾馆、豪门会
所重要台面。

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一样，对一个菜品，共体的品受和个体
的体味向来都是一枚银币的两面。而对
绝味的菜品，个体的体味比共体的品受，

恐要来得更深刻、更接近本真，这既是血
液溶合和生理记忆的条件和前提，一定程
度上也是植入个体生命轨迹里去的成长
密码和人文基因。

上虞籍著名导演谢晋生前返乡颇多，
亦因此，我有过数次与谢导同桌共餐的经
历。坊间传说谢导每次返乡，都要把桌上
吃剩的霉千张打包带回给阿三、阿四吃。
把吃剩的霉千张打包我没见过，但每次和
谢导吃饭，黄酒和霉千张必然上桌倒是真
的。我们偶尔给谢导带一点土产，霉千张
在必带之列也是定规。对谢导来说，霉千
张不仅仅只是一味喜爱的故土菜品或一
种熟稔的舌尖记忆，它更是谢导对乡情的
再塑和乡愁的寄托。

名人大师如此，普通百姓对霉千张同
样有属于自己的语境。几乎在我出生的
同时，霉千张的气味就一直笼罩着我了。
大约半岁的时候，上班的父母便把我托付
给一位邻居婆婆照养。单身一人的婆婆，
有一个女儿解放初嫁到香港，仗着两三个
月可收到一些寄来的港币，婆婆比左邻右
舍能多吃几回当时被视作高档菜的霉千
张。往往当缸灶上的镬盖中冒出团团热
气的同时，伴着暖暖的饭香，霉千张的气
味便在婆婆居住的台门里弥漫、沉浮开
来。婆婆照养我到四岁上幼儿园，霉千张
的气味也前前后后地笼罩了我三年多。
虽然我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婆婆在喂饭
时把霉千张夹进我的小嘴，但直到现在去
菜市场，走过那些卖霉千张的摊铺，不用
看也不用手捏，光用鼻子闻闻，我就知道
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差的，哪些霉得恰到
好处、哪些尚差强人意。

其实，即使是在嗜“霉”成性的越地，
霉千张或许也只能算小众。霉千张的传
统食用地域，基本就集中在越地的绍兴、
上虞、余姚、萧山这一带，而主要产地更局
限于紧临杭州湾畔的一些乡镇，其中上虞
的崧厦、谢塘、沥海等尤以制作霉千张闻

名。
也曾仔细地思量过霉千张的这种局

限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地域的因素。杭
州湾畔的土地大多为沙地，很适合霉千张
的原料黄豆的生长；这里气候湿润，水分
充沛，负离子饱满，为霉千张的成霉、起霉
提供了独特的条件。而杭州湾畔那略带
咸味的海风，或许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触
媒。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霉千张就
是一个佐证。

当然，造成这种局限性的，还有一个
就是制作工艺的讲究。在豆腐、素鸡、油
豆腐、豆腐干等豆制品中，包括在霉干菜、
霉苋菜梗等霉族菜品中，霉千张的制作是
最复杂也最难以掌控的。从原料的选择、
磨浆的厚薄到用什么水、什么时候起霉、
霉多长时间，再到怎样保湿、保温、切块等
等，这些都是制作霉千张必备的技艺和环
节。而不同天气、季节对霉千张用水、保
温、起霉时间等又都有不同的要求。往往
前面几道都到位了，起霉、保湿、保温也做
好了，但出来的霉千张就是不行，或差那
么一股味。这种因天气、季节的原因导致
的功亏一篑，也成为霉千张的制作中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技艺瓶颈。因此，用“半
凭人为、半赖天成”概括霉千张的制作，可
谓一语中的。

用料制作讲究、花工花时多、投入产
出比低，一方面让霉千张的价格比豆腐、
素鸡、豆腐干等其他豆制品高出一倍乃至
数倍（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这也限制
了霉千张向更多地区的扩散和更多地走
上寻常百姓的饭桌），另一方面也仗着”半
凭人为、半赖天成”的造就，霉千张以物有
所值、身价不凡的品质，跻身宴请之席和
重要台面。其实，局限并不就是机械的桎
梏或死水微澜的固步自封，相反，因局限
衍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至局限反
弹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有时更如一道多
姿的风景，散发出动人的异彩。

□严粒粒 于山彭先国 郑彦 张桂芬

东南阙里 南孔圣地

究竟该如何讲述中国这个文明
古国的故事？

人事即世事。观古今，纵然人
事有代谢，终有一人绕不过去——
孔子。数千年来，他究其一生创立
与弘扬的儒学，至今仍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璀璨明珠。

寻踪溯源孔家血脉，也终有一
地绕不过去——衢州。

自唐朝以来，全国郡县皆设孔
庙，祭祀读书人的祖师爷孔夫子。
清朝末年，全国有大小孔庙或文庙
6000多座。而孔子家庙“普天下唯
二焉”，其一在山东曲阜，其二便在
浙江衢州。

孔子是山东人，家庙为什么会
在衢州？数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思
想如何影响着当地百姓生活？当地
百姓又是如何将其珍惜、传承、发
扬光大？

“东南阙里、南孔圣地”。我们
赴衢州，在孔子第 75代嫡长孙孔祥
楷的指引下索骥。

泗淛同源 孔氏之家庙者
遍行天下,唯曲阜衢州耳

盛夏，骄阳蝉鸣与共。
老城区新桥街上，孔子文化公

园内，一尊高约 9米、重 13吨的孔子
青铜巨像伫立。金属的沉与光的灼
相互碰撞，孔圣人的恭安之貌也显
出威严。

所谓“仁者乐山”。孔子身后，
是见证衢州人文历史的府山。他眼
目望向的那片红墙黑瓦，便是孔氏
南宗家庙，是他的后裔繁衍生息了
将近 900年的地方。

“清朝兵部尚书李之芳《清康熙
衢州重修孔氏家庙碑》撰文刻碑：
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唯曲阜衢
州耳。”说话的耄耋老人叫孔祥楷，
是曲阜、衢州、台湾孔庙最后的奉
祀官。

衢州孔庙含家庙、孔府、花园。
坊间有言“曲阜有庙没有人，台北
有人没有庙，衢州有庙又有人”。
所谓“有人”，指的就是孔祥楷。家
庙是祭祀祖先的庙堂；孔府和家庙
一墙之隔，他儿时曾在此居住。

人间沧桑，国学又热。 1992
年，衢州成为省历史文化名城。
1993 年，孔祥楷在阔别家乡 38 年
后，受邀重回故里“中兴南宗”。
1994年，衢州入选全国重点历史文
化名城。

几乎是所有衢州人的共识，衢
州获“历史文化名城”殊荣的第一
大功臣正是孔氏南宗家庙。

可是，衢州怎么会有孔氏家庙？
“南孔和北孔都是正宗。从某

种程度上说，南宗比北宗或更正一
些。”在花园会友之地“有朋堂”，孔
祥楷将过往家事铺陈——

据《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记
载：建炎二年（1128 年），宋高宗赵
构在扬州祭天，孔子第 48 代嫡长
孙、衍圣公孔端友奉诏陪祭。此后,
金兵大举南侵，高宗君臣仓皇南
渡。建炎三年正月，高宗驻跸临安
（杭州），因孔端友率近支族人扈跸
南渡有功，赐家衢州建家庙。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令
南宗孔子第 53代嫡长孙孔洙从衢
州北迁，载爵去曲阜奉祀。

接诏后，孔洙即进京向元世祖
面陈两难心境：衢州已有五代坟
墓，若遵皇上诏令北迁，自己实不
忍离弃先祖的坟墓；若不离弃先祖
庙墓，又将有违圣意。孔洙愿将自
己的衍圣公爵位让给他在曲阜的族
弟世袭。元世祖不禁称赞孔洙“宁
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

就这样，在衢州孔氏南宗的礼
让下，曲阜孔治获得“衍圣公”世袭
爵位。

1935年 1月 18日，国民政府任
命孔子 77代孙、衍圣公孔德成为奉
祀官。与此同时，衢州第二任“大
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繁豪改任

“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1944
年 10月，孔繁豪逝世，虚龄 7岁的二
房长子孔祥楷承袭世职。

是明晰的历史，亦是曲折的故
事，孔祥楷将那段往事钩沉。近年
上了年岁、身体欠佳的他，声音不
免有些顿感和低哑，眼眸也蒙着一
层薄烟。

但，往事并不如烟。
现存家庙，建于明朝正德年间，

屡毁屡修。1998年，衢州市人民政
府修葺家庙并复建了家庙西轴线上
的五支祠、袭封祠、六代公爵祠，以
及孔府、花园，于 2000年 5月竣工。
2008 年，东轴线的建筑物全部复

建，依次是家塾、恩官祠、启圣祠、
圣泽楼。

孔府大堂高悬的匾额上书“泗
淛同源”。“泗”指曲阜“泗水”，孔子
墓就在泗水河北岸；“淛”是“浙”的
古体字。短短四字，象征南北同
源。

历经风雨斜阳，衢州孔庙的建
制一直按南渡家庙的规制。独有的
思鲁阁表达着强烈的思乡之情。

我们一行都是衢州人。孔庙是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儿时，学校春
游都会来；长大了，每每有客到访，
也总要带他们来转转。可许多人听
罢，常会惊讶“曲阜的三孔（孔府、
孔庙、孔林）闻名天下，没想到还有
衢州”。

“没想到”三个字，惹人惆怅。
“有作为才有地位！”孔祥楷的

另一身份，是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
主任，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亦是
行为准则。回归故里后，他主持

“南孔”发扬光大。这些年，随着研
究、宣传工作的到位，“南孔”名号
日趋响亮。尤其在 2004年，衢州恢
复了中断半个多世纪的祭孔大典
后，“南孔”逐步走向全国，乃至世
界。

与时偕行 祭祀者当穿当
代人的服饰，行当代人的礼节

祭拜孔子始于汉朝，明清时规
模达到巅峰。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今时
今日，到底是“谁”在祭祀孔夫子？

“南孔”祭祀大典的重要历史意义，
在于创新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
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孔氏
家庙的主殿，即是大成殿。孔氏南
宗家庙的祭孔大典主场便在这里。

殿外，几棵银杏岿然，树龄已近
五百年。其对面悬挂着雍正帝所书
匾额。“生民未有”几个大字，概括
了孔子“前无古人”的存在。

殿内，悬挂的“万世师表”则是
康熙御笔，寓意孔子是所有人学习
的榜样。匾额之下，是标准古代帝
王形象的孔子。他在唐玄宗时期被
封文宣王。独子孔鲤（字伯鱼）、孙
子孔伋（字子思）分别在两旁，孔伋
相传是《中庸》作者。

大成殿内外，祖孙三人与老树，
一同见证孔氏南宗的绵延不息，也
见证当代人对孔子的追思与传扬。

为何，又何为“当代人”？
2000 年 5 月上旬，孔祥楷到家

庙主持工作。对孔氏南宗家庙祭孔
的定位，是他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
事件之一。“曲阜的祭祀活动中，参
祭者有的穿汉服，有的穿明代或清
代的服饰。有不少人认为，祭古
人，就须用古人的祭祀仪式。我觉
得未必。”

在一篇回忆文中，孔祥楷这样
表述他的观点：“纪念孔子的方式，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形式。祭祀
者当穿当代人的服饰，行当代人的
礼节，必须撤去那些与当代习俗不
合的古礼。”

2004年 9月 28日，孔子 2555周
年诞辰纪念日，衢州举行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首次祭孔大典，与在台
北孔庙、曲阜孔庙同步举行的大有
不同。

在形式上，“献五谷”代替了“供
太牢”；着现代装的市民代替了着
古装的“演员”；改佾舞为朗诵《论
语》章句，全场合唱《大同颂》，歌词
是《礼运·大同篇》。

在规制上，由乐、歌、舞、礼四部
分构成的传统大型庙堂祭祀乐舞被
大胆革新：歌舞部分独立为大典前
一天的纪念晚会；而其余部分则简
化为“礼启、祭礼、颂礼、礼成”四个
篇章，整个礼程不到 40分钟。

每年祭祀也各有偏重。逢“五”
逢“十”年份举行的社会公祭，尽可
能扩大参祭人员范围；剩余四年
中，交替举行孔子文化节和学祭，
由各校校长、老师、学生参祭，祭祀
主题可与当下社会热点结合。如，
借“六艺”，2013 年的学祭主题是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全市各类职
业院校都有代表参加。

与时俱进的祭孔大典，被更多
人看懂、认可、称赞。

曾参加衢州祭孔的美国学者马
黛兰教授，给孔祥楷致信说：“孔子
是人，不是神。我们敬佩你们的胆
识，理解你们的苦心……你们移走
了大型铜塑行教像，废止了牛羊祭
品……是很了不起的创造！”

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校长爱德

华，曾受邀参加过南孔祭祀典礼。
特别喜爱儒家文化的他，对此念念
不忘。他期待着进一步加深对中国
儒学文化的理解。

……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愿意走

近“南孔”，分享儒学。自 2004年开
始，衢州以祭孔大典为载体，以孔
子学院为媒介，到 2018年底，先后
有来自 57个国家的 130家孔子学院
的 270位负责人来衢，或参祭，或访
问。

有专家认为，孔氏南宗与北宗
的最大区别，在于孔子从圣坛走向
民间，从“神本位”走向“人本位”。
2011年，定位“当代人祭祀孔子”的

“南孔祭典”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经过十几年实践，“南孔”
的祭祀，始终体现着当代老百姓对
伟大先哲的崇敬。

春风化雨 是一段历史、
一种托思，更是一种无处不在
的精神符号

“南孔”是一段历史、一种托思，
更是一种无处不在、与人共生的精
神符号。

别的景点，门票多是印着代表
性照片的薄纸一张。衢州孔庙不
然，门票是袖珍《论语》半部，或

“上”或“下”。精心的设计出自北
宋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典故。

为事在人。“儒学对中国社会的
影响深远长久。孔子思想核心是
仁，孔夫子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
在社会上与人相处。”在孔府生活
的日子里，孔祥楷始终浸润在“做
人”的道理之中。

比如，孔府大门的纪晓岚所题
楹联，上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
府第”中，“富”的宝盖头少了点，意
为“富贵无顶”；又如，内宅屏风上
所画神兽“犭贪”生性饕餮、贪得无
厌，是告诫子孙不要贪赃枉法。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
亦在其中矣。”两处地方恰恰呼应
着孔子的“安贫乐道”价值观。

孔祥楷指引我们去观察庙中的
细微之处。花园鱼塘边，卖鱼饵的
地方无人值守，唯有支付二维码，
游客自付自取。夏日出售雪糕也同
样。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放权”是
对人品德的信任。

国人尊儒。作为儒学核心，仁、
义、礼、智、圣、恕、忠、孝、悌等思
想，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品性。孔庙
不远处的中国儒学馆着墨儒学，收
集着丰富的儒学典籍与文献资料，
成为传播儒家文化的大课堂。

将儒学文化视为核心竞争力，
衢州儒学文化产业园区 2012 年起
建设，2015年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
试验园区。水亭门历史街区是园区
的核心区域之一。这片衢州传统风
貌建筑最集中、历史文化遗存最丰
富的街区，商铺林立，人来人往，有
产业的物质，也有儒学的精神，更
有“衢州有礼”城市品牌的诠释。

随意走进一家餐馆，“公筷行
动”的海报广而告之“用餐文明”。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衢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明确把用餐时使用
公筷公勺，列为餐饮服务机构和个
人的法定义务。这是把使用公筷公
勺和分餐制首次写入我省地方性法
规。

教育，不是说教，是春风化雨的
潜移默化。种种细节，源于 2018年
衢州向全社会发布的“南孔圣地·
衢州有礼”城市品牌。衢州要以

“礼”字为核心，撑起整个城市品格
的“四梁八柱”。

“德不孤，必有邻”“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儒学不仅是中国
文化的珍贵遗产和瑰宝，而且也是
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2018年，“南孔爷爷”卡通形象
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
屏。“南孔”这一儒学符号化为纽
带，连通中国与世界。

在纪念孔子 2567 周年诞辰的
孔子文化节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汉语教师研修基地儒学文化体验中
心在衢州揭幕。衢州，由此成为向
外国教师和学者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扇窗口。

与当年孔子的教师身份一样，
这些来到南孔圣地进行中国传统文
化培训的海外汉语教师，是中文的
教学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
思想的追随者、爱好者、传播者。
他们把从“南孔”收获的中国故事，
讲给世界更多人听。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

以看到它的抱负。
回程的车窗外，骄阳依旧。我

们翻出《论语》（下），咀嚼品读，如
沐春风。

溯古，在“南孔”的影响下，衢州
300 公里之内，出现了朱熹、王阳
明、吕祖谦、叶适、黄宗羲等大儒；
论今，浸染了衢州每一个角落的儒
家文化，正在“让南孔文化重重落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