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听听看看

责编/版式：陈洪晨 电话:88516036 邮箱:tzrbzhm@163.com

2022年12月2日 星期五6 周末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近日，《上马前大村志》的集中评审及终审会在椒
江区葭沚街道召开。

上马前大村村庄历史悠久，缘于南宋。由于该村
被列入高铁新区，最近已实施整村拆迁。提出编写

《上马前大村志》的，是椒江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派驻
到该村的农村工作指导员兼任村“第一书记”——蔡
群之。

源于一个想法

自2017年开始，蔡群之任职上马前大村农村工作
指导员，一干就是近 6年。其间，该村征地迁建贯穿她
的驻村工作。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蔡群之习惯用镜头记录村
庄的点滴变化。她自带航拍设备，拍了村子拆迁前后
的风貌。上千张照片、上百条短视频记录下村庄的往
昔风情，她时常感慨，曾经寂寂无名的上马前大村即
将迎来蜕变。但她不曾想到的是，前期积攒的影像资
料，后来成为编修村志的一手资料。

2021年年初，蔡群之无意翻阅到一本老村志，萌
生一个想法：何不尝试为上马前大村编修村志，留下
历史记忆？于是，蔡群之把编纂上马前大村志作为创
新性工作来抓，列入自己的年度工作重点计划。

这一计划也得到了上马前大村党支部书记王仙
高的支持。

很快，蔡群之组建了村志编纂组。通过近一年的
合力调查、考证和编写，走访了 182名上马前大村村
民，志稿于今年10月编写完毕。

搜集一手资料

翻开这本书稿，首置图集、凡例、概述、大事记，设
建置沿革、自然环境、人口、农业、农村建设、经济、民
俗文化、人物、村事辑要共九章，后缀从录、后记。志稿
约 10万字，选配插图 116张，全面地反映了上马前大
村的历史和现状。

蔡群之说，打磨志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
手资料来之不易，他们大量走访，尽可能地收集老物
件、老史料、老照片、老故事，并通过黄岩和椒江档案
馆、图书馆及葭沚街道档案室等查阅考证。他们还查
阅了明、清和民国时期各个版本的《黄岩县志》，还有

《台州地区志》《椒江市志》《椒江区志》和《浙江省椒江
市地名志》等涉村史志。担任村干部工作 40年的老文
书孙升福，提供了村里老户口本、土地改革等一手档
案资料。就这样，村志的内容逐渐丰盈起来。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在图书出版、史料查证等
方面都需要支持。”蔡群之说。

村志编纂工作，得到了椒江区地方志编纂室的帮
助。他们高度重视，牟重行等专家担任村志编纂指导，
提供编写指导并对初稿作了修改补充。其间，村志编
纂工作也得到了台州多位民间文史爱好者的帮助。去
年，椒江区文化志愿者陈万云走访村内的清代建筑东
庆宫时，发现石碑“长生会碑”散放于宫外，经提醒村
民及时将石碑扛入宫中加以保护。历史爱好者姜鸣岗
提供了石碑的拓印素材，牟重行还撰写了《“长生会
碑”的发现》一文，收录在《上马前大村志》中。

给村庄
留一份记忆

●台州市图书馆

》》台州市民讲堂

天台智者大师的哲学

【时间】12月3日（周六）9：30
【线下】台州市图书馆读者沙龙（限

50人）
【线上】“台州图书馆”微信视频号
【主讲】苏 畅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博

士后，研究方向为东亚哲学与文化。现为
台州学院专任教师，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天台宗研究中心学术负责
人。在《世界宗教研究》《史林》《中国佛
学》《台州学院学报》等各类期刊发表论文
数十篇，《智顗与吉藏经典诠释学比较研
究》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资助。

【内容】天台智者大师智顗是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哲学大家和思想大师，被称为

“东土释迦”和“中国的黑格尔”。他的哲学

和宗教思想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
的独特贡献。

本讲座以智者大师最主要的哲学思
想为中心，兼论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
影响及塑造的文明形态，让读者了解智者
大师哲学广阔性和深刻性的同时，更加具
体地认知佛教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并
以此为契机体会中华文化之海纳百川，提
升民族文化自信。

●台州市文化馆

台州市首届少儿美术书法大赛
书法作品展

【时间】12月
【地点】台州市文化馆诸子艺术空间

“超以象外”王贻正工笔花鸟画
作品展

【时间】12月
【地点】温岭书画院

●台州市博物馆

》》特展

湖山寻梦——蒲华和他的台州
师友们（纪念蒲华诞辰190周
年特展）

【时间】11月17日-12月18日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一楼临展厅
【主办单位】台州市博物馆 临海市博

物馆

》》小玩童

悦见金秋“画”丰收
【时间】12月3日（周六）9：30-11：00
【方式】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名5-7周岁学员
【内容】当秋风吹过田野，金灿灿的稻

谷，笑弯了腰，人们这才感受到劳动的甘
甜、丰收的喜悦。地里的农民，脸上露出了
笑容，不知淌了多少汗，如今丰收在望。小

朋友们，跟着台博君一起画丰收。

山涧里的精灵
【时间】12月3日（周六）14：30-16：00
【方式】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名7-12周岁学员
【内容】仙居古代劳动人民就地取材，

创造性地把卵石运用到了古建筑装饰艺
术之中。深浅相间的石子图案与古民居的
色彩搭配，在整个建筑中起到了画龙点睛
的作用。本周末，我们以马赛克贴片和鹅
卵石为材料，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制作出
构思独特、独具风格的杯垫。

铺首衔环
【时间】12月4日（周日）9：30-11：00
【方式】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名9-12周岁学员
【内容】铺首是中国门饰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铺首
这种传统的入户装饰逐渐淡出人们的生
活。本周末，台博君和孩子们一起以轻泥
为媒，一探铺首衔环的无限魅力。

台传媒记者陈轶男/文 聂杨波/摄
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报纸都用铅

字印刷，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铅块融化、
铸字、拣字、排版、压版、铸版、印刷等工
序。曾任台州日报印刷厂激光照排车间
主任的张朝华，和这些工序打了 13 年
交道。

1979年，正值“芳华”之龄的张朝华
进入台州地区机关印刷厂（台州日报印
刷厂前身），当起了排字工。在老师傅的
带领下，她逐步接手地委文件和其他单
位的业余小报撮字、拼版工作。

“那时，记者文稿出来后，我们对照
着排列好铅字，刷上油墨就可以印刷
了。”忆起往事，64岁的张朝华双眼仍炯

炯有神。
在她的记忆里，排字车间摆着一排

又一排高大的字架，从上到下分为无数
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都装着一个汉字的
铅字。“字架就像一本‘字典’，按部首排
列着一个个汉字。”张朝华娓娓道来，他
们每天穿梭在字架间，左手拿着托盘，
眼睛盯着手中的手写稿，踮脚、昂头、抬
臂，右手准确迅速地拣出所需铅字，放
入托盘；随后一个跨步，前腿弓、后腿
蹬，又拣出一枚。

俯仰之间，移挪之时，手写稿件就排
成了可供印刷的铅字块。“接着，我们要
把它放入拼版盘内，再放入嵌条，用较棍
滚上油墨，覆上打印纸，刷出报纸小样。”
张朝华说，掂一掂，拼好的整版报道重约
10公斤，搬着上楼、下楼五六趟，疲劳程
度不亚于体力活。

长期干下来，她与同事个个身材苗
条，想胖都胖不起来。

对于排字工而言，最考验“硬功夫”
的还得是拣字。“就像学五笔字型要背
字根一样，我们不仅要熟悉字架上的常
用字部首、词组、繁体字，还要记住版样
上的行数、栏数。”张朝华说，在整个排
字过程中，要保证又快又准，就得在记
忆上下功夫。每个铅字块在字架上都有
固定位置，排字工要牢记6000多个常用
字的位置，“背熟了，拣字速度也就快

了，熟练的排字工一个小时可排2000多
个字”。

除了要卖力气、费脑子，这项工作
还考验着大家的耐心和细心程度。“版
样打出来，编辑和校对核对后，如果需
要改动，我们要拿着个小镊子，把错了
的铅字夹出来，再把对的字夹进去。”张
朝华介绍，四号字在当时使用最多，这
个字号的铅字“只有火柴头那么大，手
一抖就夹不进去了”。

寒冬腊月时，为了不耽误手头的
活，她坚持不戴棉手套，手指被冰凉的
铅字冻麻、磨破了，咬咬牙，忍住钻心的
疼，继续干。

1993年，在社会前进的洪流中，延
续多年的“铅与火”走向余晖，“光与电”
的时代拉开序幕。张朝华等人坐到了电
脑前，敲敲键盘，每小时就可以打四五
千字，40分钟左右就可以拼出四开小报
一个版。“这放在以前简直是难以想象
的，我们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张朝华
感慨不已。之后几年，照排技术越来越
先进，排字工“跳架子”的日子彻底成为
历史。

“在印刷厂干了20多年，我经历了印
刷行业的变迁。”顿了顿，张朝华掏出手
机，向记者展示网上找来的铅版照片，“这
些‘老伙计’现在很难找到了，你看看，我
们老一辈‘报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张朝华：
“铅与火”的岁月历历在目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近日，陶宗仪诗词主题书法创作作品展在路桥区
文化馆一楼展厅举办，共展出作品70件。

此次展览由路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紧扣“陶
宗仪诗词歌赋”主题展开创作。参展书体涵盖真草隶篆
行，风格多样。这些以镜框装裱的作品，体现“小中见
大”的审美导向，且形式新颖别致，具有较强的视觉艺
术冲击力。

为了办好展览，郑聪宾书法名家工作室成员拿出
看家本领，创作出一批高质量作品。其中，《元代典章制
度选抄》这件作品，由该工作室领衔人郑聪宾创作。它
以《南村辍耕录》中元代政治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并
以文征明小楷书风誊写，作品疏密得当，用笔劲利，字
里行间别有风格。隶书作品《积叶成书》也非常引人注
目，由郑聪宾名家工作室成员陈良聪提笔创作。

“用书法小品的艺术表现形式，把书法美学与陶宗
仪诗词等著作结合起来，是这场展览的亮点所在。”郑
聪宾说，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展示路桥本土优秀文化
的研究、传承和发展。

据介绍，郑聪宾书法名家工作室是路桥区的一家
公益性名家工作室，由13位省级书协会员及以上的书
法家组成教学团队，开办三年以来，对185名学员开展
线上、线下教学辅导工作，并经常性地举办书法展览活
动。成员和学员共有 3件作品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
的全国性展览中入展，81件作品在省展中入选、入展
和获奖。

陶宗仪诗词书法
创作作品展举行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文/摄
在黄岩西部山区，对宁溪人而言，平

价亲民的“鸡头颈”，不仅是一道菜，更是
一抹乡愁、一份牵挂。

山旮旯里的土菜

11月 28日一大早，我们冒雨赴宁溪。
透过车窗，可见黄岩溪从崇山峻岭中奔泻
而出，到此处却变得安静起来。在这深山
古镇，除了坐观高山流水美景之外，人们
还能品赏到一些藏于山旮旯里的土菜。

山民郑开银的食品店，就开在宁溪综
合市场南门。两间连在一起的并排商铺，
中间有墙，面积约 25平方米。在这家简陋
的店里，顾客络绎不绝，郑开银迎来一拨
拨，又送走一拨拨。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才有家庭气氛，
才是人间烟火。”郑开银说，童年时母亲给一
家人做的“鸡头颈”，他至今忘不了，“那滋
味，又软又滑，香喷喷的，吊人胃口。”

郑开银1966年出生于宁溪，早年他曾
在路桥一家企业上班。1998年元旦，他返回
山区，开始做“鸡头颈”和番薯粉皮等生意。
刚开始，他与妻子周利花一道，跟着家人学
习这门传统手艺。1999年以后，夫妻俩开始
自己经营，之后一干就是20多个年头。

每天凌晨 3点半，郑开银夫妇就起床
了。4点，他们从南渠村家中出发，到宁溪
综合市场的摊位上，直至晚上 8点左右才
收摊。每逢春节和清明节，他们会更加忙
碌，有时临近午夜，才能回家休息。

在夫妻俩的摊位，我们看到小木桌上
摆放着一张竹编筛子，上面盛有一叠叠

“鸡头颈”，那是郑开银刚做好的。“鸡头
颈”外形简单朴素，但顾客尝过后，留下的
却是亲切和思念的味道。

“鸡头颈”的制作工艺

“鸡头颈”，又名番薯粉糕。逢年过节，
在宁溪这个古镇，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
总少不了它的位置。

这种小吃在宁溪民间已流传了许多
年，早年，许多老百姓都会做。如今，人们
工作生活忙碌了，顾不上做，便会去菜市
场购买。

郑开银的店里，“鸡头颈”和番薯粉皮
每天各能卖出50多公斤；每逢春节和清明
节，生意最好时，各卖出 300多公斤。这两
年，郑开银还拓展了网络销售渠道，生意
更加红火了。

郑开银介绍，制作“鸡头颈”，原材料
是上好的番薯粉以及红萝卜、白萝卜，还
有呈粉粒状的花生和黄豆等。

在制作时，首先将白萝卜、红萝卜切
成小块，加入花生和黄豆碎，再加入番薯
粉和水，把它们揉和好。之后，再架起平底
锅，倒上足量的油，此时就可以烙“鸡头
颈”了。等到它的两面都变成金黄色时，香
味也就越来越浓，那时，就可以出锅了。待
冷却后，可将它折叠成两半，切成菱形小
片状，回锅炒熟，即可食用。经高温烧熟的

“鸡头颈”，即使是厚片，咬上去也是很软
嫩的。因为里面掺有花生和黄豆碎，所以
嚼起来又是脆脆的。它融合番薯香、萝卜
香、花生香、黄豆香和油香于一体，香味随
着热气飘散四溢，令人食指大动。

一对“姐妹花”

说起“鸡头颈”，不得不提到番薯粉
皮，这是一对“姐妹花”。结束一天的忙碌
后，这样一份“番薯粉套餐”，是宁溪人的
首选——咬一口香滑透亮的“鸡头颈”，再
来一口绵软的热汤番薯粉皮，肠胃得到满
足，身体就会从疲惫中舒缓过来。

与“鸡头颈”一样，番薯粉皮也是黄岩
西部山区的一道风味小吃。它的吃法有烫
和炒两种，如今逐渐在黄岩各大饭馆的餐
桌上流行起来。我记忆中最好吃的番薯粉
皮，是配以腊肉、白菜、红萝卜、香菇等食
材，烫出的一大碗味道可口、回味无穷的
番薯粉皮汤。

热情好客的西部山民，每逢过年，都
会邀上一些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宴请
亲友，总有满满一大桌菜肴，最后上的一
道菜，往往就是番薯粉皮。大汤碗的番薯

粉皮，总在最后时刻，被主人小心翼翼地
端上桌来。一碗不够，再舀上一碗，两碗还
不够，再舀上一碗。如此吃法，让人感到舒
坦痛快。

或许有人会问，番薯粉皮汤为何总
是让人吃不够？也许，吃了一桌子的油腻
肥美的食物后，香喷喷、热腾腾的番薯粉
皮汤，正好舒缓了装满酒和油以及大鱼
大肉的胃，所以人们吃起来，会觉得格外
润滑可口。过了许久回味起来，仍觉得有
滋有味。

“鸡头颈”和番薯粉皮等土菜，传递着
家乡的味道，唤醒的是味蕾，抹不去的是
乡愁。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变换，留下
了最纯粹的自然味道。它们来到食客面
前，都带着宁溪的泥土和清风、阳光和雨
露，以及宁溪山民淳朴的心意。

而对于那些在外漂泊的游子而言，一
道道宁溪风味小吃，是他们回家的路标。

鸡头颈：自然淳朴的山里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