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衢江区樟潭街道仙岩路11号 邮编：324022 衢江新闻网：https://qjnews.cztv.com/ 本报投稿邮箱：704327123@qq.com

4 文 学 责任编辑：汪舒宁 电话：0570-2324888
2025年5月13日 星期二

素有“衢城北大门”之称的杜泽，早

在明清时期就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成为

衢州通往淳安、建德的重要驿站。如

今，这座历史久远古韵幽香的巽风古

镇，焕发出青春，游人如织。

流光虽邈对话先贤

流光虽邈，清风永恒。史载，杜泽

镇的历史可追溯到唐初。

据《铜峰杜氏家采》记载：杜如晦，

字克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初

名相。其后裔杜元感，于宋高宗时从龙

游杜山迁至信安兴贤里铜峰花坛梓溪

边，即现在的杜泽铜山源水库边；因姓

杜且居溪边而取名“杜泽”，是为杜泽太

祖。此处又因地扼铜山、双桥两源咽

喉，斗转星移岁月洗礼，至明朝遂成一

方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商贸繁荣。

杜泽镇明果村，村内有座浙西千年

古刹明果禅寺，村名也由此而来。该寺

始建于公元684年，坐落在铜山源北源，

群山环绕，林木葱郁，风景秀丽；其时正

值武则天称帝，寺名由武则天亲笔题

写——“明果”象征着智慧与光明。唐

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彼时随在衢

为官的父亲客居衢州，多次拜谒明果寺

大彻禅师，相交甚厚。大彻禅师圆寂

后，白居易为其撰有《传法堂碑》，记录

大师生平事迹。

赵忭，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

人，北宋名臣、词人。这位为政简易、长

厚清修，时称“铁面御史”，于宋元丰三

年冬，与老乡毛维瞻到明果寺拜谒大彻

禅师真身时，诗云：“禅师大种智，神护

靡惮劳。投身千仞台，不使损一毫。”

清代康熙朝一代名臣陈鹏年，京官

外放的第一站就是任衢州府西安县（下

辖杜泽）知县。任职期间，以“清廉、慎

言、勤事”为座右铭，致力整肃官风、勤

政爱民体恤百姓，民间称其为“江南第

一清官”。

对话先贤，耀古烁今。

云水杜泽古韵老街

杜泽，自古以来便是衢北重镇和文

人墨客云集之地。标志性的老街乃杜

泽商贸中心，兴于明嘉靖年间，拥有500

多年历史。

光阴荏苒，时代更迭。2019 年 10

月4日，老街修旧如旧，在保留原有人文

历史底蕴上注入现代元素，以全“新”面

貌正式开街一炮走红，成为国庆假期网

红打卡地。中央、省、市等媒体纷纷报

道，霸屏了微信朋友圈和抖音。仅开街

这一天，人流量就达6万之多，营业额突

破500万元。

“西北-东南”走向的老街，全长800

余米。老街狭而悠长，路面采用统一的

长条麻石铺就，街道正中间贯穿着一条

水系沟渠，盈盈清水源自铜山源水库；

沟渠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建筑风格古朴

典雅，至今仍保留着明末清初的韵味，

古街中纵横交错着39条小巷。

贯穿老街全长的沟渠，史书记载：

杜泽有座五墅堰，历来分别灌溉杜泽、

白水乡，而杜泽用水颇多，致使白水乡

无数良田因天旱缺水减产甚至绝收。

京官外放的陈鹏年刚到任，两地村民就

已发生较为严重的冲突和械斗，作为聚

集区的老街亦面临危险。他深入堰口

调查数天，食宿不离，最后命人在堰口

丢下一块巨石将河水一分为二，自此流

入老街的水量变小，但两地的纷争得以

永久平息。如今，这条流水潺潺的沟渠

成了老街一道亮丽的风景。

彼时“千户烟灶万户丁”的老街，行

商者大多为徽州、江西、福建人，由于客

商云集，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徽

商建起徽州会馆。如今，杜泽还拥有

110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以“一街即老

街、一塔即巽峰塔、一寺即明果禅寺、一

堂即杜本仁堂”最为特色。

步入老街，古朴典雅与现代元素相

映生辉——那错落有致的清廉墙绘，那

南孔书屋的图书角，那朗朗有声的国学

馆，那结合南孔特色的围棋文化，那“研

学教育基地”……博闻国学，润物有声，

置身其间，无不让你我感受到一川绿水

老街的浓浓国学氛围……

从老街入口处前行百余米，便是始

建于民国三年（1913年）的杜本仁堂，即

杜泽“一街”上的“一堂”。“一堂”占地面

积646平方米，坐东北朝西南，三进两明

堂加偏屋格局，有三个天井，屋顶为硬

山造，大门为石库门。进入“一堂”，不

仅会被布局规整、雕刻精细的建筑技艺

所折服，更会流连于内容丰富的清廉故

事、意味深长的族规家训之中。如今，

这里为介绍杜泽、老街、铜山源等历史

的展示区。

家训亦是商训。老街的商户们把

杜氏家训挂在店门上，时时提醒自己要

诚信经营勤俭持家。

老街上各种商铺林林总总约 200

家。风味小吃多得数不胜数，如灌肠、

桂花饼及各种糕点；除了美食，还有挥

毫泼墨的对联撰写店、“虽是毫毛生意，

却是顶上功夫”的传统剃头店、“铛铛

铛，铛铛铛”的铁匠铺、技艺精湛的篾匠

店和箍桶技艺馆……更有非遗文化编

篾、剪纸、桂花空心饼制作、打铁等互动

体验区。朋友一时兴起，抡锤打起铁

来，瞬间，那织热的环境、飞溅的火花，

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打铁必须自

身硬”。

年去岁来。2025年元旦前，杜泽老

街入选“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题街区”，为古街添上了新彩。

激情燃烧的岁月

山连山，峦叠峦，两山之间一拦洪

大坝，大坝上游“高峡出平湖”——这里

就是铜山源水库。

漫步在建设者们用汗水浇筑成的

大坝，心里不由泛起阵阵涟漪，是啊，那

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水库位于杜泽镇北面一公里，衢江

支流铜山源古时称铜峰溪。工程于

1958年动工，1974年基本建成，1978年

配套设施全部完善。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

期，机械化设施相当匮乏，山区道路崎

岖，行走都很困难，截流施工、大量的土

石方砂石料，几乎全都人扛肩挑、小推

车作业，吃睡在工地，日晒雨淋，那艰苦

自不必言语，可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豪迈却气贯长虹……

水库集雨面积180平方公里，总库

容 1.715 亿立方米，正常库容为 1.21 亿

立方米。水库以农业灌溉为主，结合防

洪、发电和水产养殖、水源保护等综合

利用，为全国大型水利骨干工程；设计

灌溉衢江区、龙游县和十里丰、团石两

农场农田 25 万亩，防洪受益 4 万亩；水

电装机3750千瓦。铜山源水库，百年工

程福泽后代。

云水间古镇典雅，巽风中杜泽幽

香……

云水古镇 巽风杜泽
徐起祥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

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

国，将许多文物瑰宝带回

意大利，而其中的一对彩

陶瓷瓶，很有可能就是

来自衢江区全旺镇的彩

绘瓷。

当年，马可·波罗在中

国一路自北向南，从上都

（今内蒙古正蓝旗）至元

朝首都大都（今北京）。

在盐都扬州，忽必烈大汗

委任马可·波罗担任过主

管盐业和江河贸易的官

员。后来，马可·波罗要

去泉州搭乘出海商船回

故乡，他路过杭州，行过

绍兴，来到了衢州。

在衢州，马可·波罗

受到了当时衢州最高行

政长官——达鲁花赤知

府的热情接待。知府用

衢州本地人酿制的桂花

酒招待马可·波罗。酒足

饭饱之后，知府大手一

挥，准备赠送给马可·波

罗两匹白马，哪里知道马

可·波罗不要骏马，却问

知府能不能将桌子上喝

完的桂花酒空瓶——一

对彩陶瓶赠予自己。知

府当然非常乐意，马可·

波罗如获至宝，不远万里

将这两只彩陶瓶带回了

威尼斯。据衢州古陶瓷

研究专家季志耀分析，这

种彩陶瓶很可能就是衢

江区全旺镇生产的彩绘

瓷。在 1987 年中国古代

陶瓷福建晋江年会上，中

国古陶瓷研究会的一位

副会长告诉季志耀，他在

威尼斯马可·波罗纪念馆

看到过类似全旺镇出土

的彩陶瓶，这进一步佐证

了季志耀的推测。

衢州地区多丘陵山

地，林木葱茏，蕴藏着丰

富的瓷土，浙西的先祖们

发挥了地域优势，吸收全

国各地陶瓷烧制的先进

技术，使衢州历代的陶瓷

生 产 有 了 创 造 性 的 发

展。衢州陶瓷历史悠久，

传承有序，从西周、两汉，

直至唐、宋、元、明、清，绵

延不断，特别到了两宋，

陶瓷业到了鼎盛时期。

宋代窑址几乎随处可见，

在衢州分布甚广，衢江区

全旺镇最为密集，数量多

达四五十处，这里的瓷器

不仅品种丰富，在质量上

也位列全市之冠。考古

专家们发现，宋元窑址就

分布在黄土丘陵的山坡

上，主要在该镇的尚论

岗、官塘、楼山后、柴公岗

村的冬瓜潭、沈家山、梁

公塘（亦称两弓塘）、八角

凉棚、沙后塘等处，堆积

面 积 各 窑 约 在 600 至

2000 平方米，厚度有 50

至120厘米。

全旺窑生产的瓷器

多为青瓷，也有褐瓷、天

青、翠绿、茶绿、酱色和黑

色的乌金瓷等。精致的

器物施满釉，有的为“芒

口”（如葵口碗），以便包

镶金银边饰，有少量器物

釉中有泛蓝紫色斑块的

“窑变”。器物品种繁多，

有各种类型的器物：小

罐、盖罐、粉盒、鸟盏、海

棠形杯、葵口碗、香薰、水

注、水盂、茶托、八卦炉、

灯具、药碾、高足碗等数

十种。既有日常的生活

用品，也有供观赏的摆件

和工艺品，都非常注重造

型的艺术美。器物上的

纹饰精雅富于变化，采取

拍印、模印、刻划、浅浮雕

等多种装饰手法。有些

器型较大，如尚论岗村沈

家山窑址出土的五管灯，

器壁上刻有重瓣莲花纹，

口径达三十厘米。官塘

村沙后塘窑址所出葵口

碗，圆折深凹，烧制成形的

难度大，造型美观，是浙江

省各大名窑的佼佼者。

在众多的产品中，最

引人瞩目的是彩绘瓷。

以尚论岗村的冬瓜潭窑、

官塘村的梁公塘窑、塘头

村 的 紫 胡 垄 窑 产 量 最

多。这种瓷就是在白色

或略带青灰、青绿的底釉

上用暗红、黑、褐（或带

青）的色料绘上各种图

案，有牡丹花、缠枝花草、

菊花、兰草、鲤鱼、走兽、

祥云、水波、折枝花卉等，

笔调娴熟奔放，线条粗犷

流畅，宛如一幅幅灵动的

水墨画。瓷工很讲究传

统的国画笔意，巧妙地将

绘画艺术充分运用到了

瓷器装饰上，让器物看上

去更加华丽雅致，难怪让

马可·波罗爱不释手。

季志耀还提到，1980

年在韩国新安海域打捞

出的中国元代类钧窑瓷

器，专家们推测可能产自

浙江；还有专家在日本见

到一种彩绘鱼盆，颇似全

旺梁公塘窑址所出土的

南宋彩绘鱼纹盆。

中国古代漫长的丝

绸之路，对外贸易的主打

产 品 是 陶 瓷 、茶 叶 、丝

绸。处在四省通衢战略

风口上的衢州，占尽地理

之便，书写着成色灿烂的

一页，而全旺彩陶瓷，以

其一次烧成釉上彩的鲜

明特点，成为古代陶瓷史

上一朵绚丽的奇葩，傲立

于浙江青瓷的百花丛中。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

销·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

论文集》

《试谈浙西宋元窑址

及其产品的外销（作者：

季志耀）》

马可·波罗和全旺彩陶
黄材运

青年衢江之歌
柯山樵夫

千里岗秀丽如画，

衢江水日夜哗啦啦，

创业者啊永远年轻，

我们的理想在向往中开花。

看，时代的航船扬起风帆，

空港新城让三衢通向天涯，

衢江青年，青年衢江，

青春的力量在凝聚，

去解读奋斗的密码。

水门尖迎来朝霞，

乌溪江奔腾好潇洒，

创业者啊永远年轻，

我们的事业在岁月里壮大。

听，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

姑蔑古城迎来了生机勃发，

衢江青年，青年衢江，

青春的活力在涌动，

去传递奋斗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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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勉，字强父，富阳人。开禧元

年进士。历黄州教授、浙西茶盐司、江

西转运司干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

架阁，寻改太学正。明年为博士，又明

年迁国子博士。宝庆初，添差通判嘉兴

府。三年，召为秘书郎。”

“李宗勉（？~1241 年），字强父，杭

州富阳古城（今常安乡）人。”

上述两段文字，前一段来自《宋史·

卷四百五·列传第一百六十四·李宗勉

等》“李宗勉”条目的第一个段落，后一段

来自360百科中关于李宗勉的个人词条。

细心的读者稍加留意，便会从这两

段不同出处的文字中发现一个共同现

象：《宋史》对李宗勉的前半生只字未

提，以至于南宋一代名相的家世一片云

雾。360 百科对李宗勉的出生日期以

“？”替代，以至于南宋一代名相活到几

岁都无从知晓。

《宋史》作为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

大的一部官修史书，由元末宰相脱脱任

撰修都总裁，始修于元顺帝至正三年

（1343），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南宋

末宰相李宗勉与元末宰相脱脱虽然身

处两个朝代，语境也有所不同，但两者

同为台辅大人，通晓天下大事，前后相

距又不过百年，脱脱宰相不可能不了解

李宗勉宰相的身世由来。360百科背后

是无所不能的互联网，只要有一点蛛丝

马迹，都不可能逃过它雪亮的眼睛。凡

事皆有因果，《宋史》留下这段不可或缺

的空白，极有可能是撰修者有意为之，

而360百科留下这个无声的“？”，实在是

搜遍天下无结果而不得不留下了空白。

李宗勉的前半生究竟是贵是贱，出

生时间究竟何年何月？既然正史留下

缺憾，那就另辟蹊径，去地方文献和民

间传说里寻求蛛丝马迹。

长期以来，衢北地区民间一直流传

着李宗勉是李泽村人的说法。李泽村，

旧称石屏，又名李宅，位于距衢城30公

里的北部山区，为衢江区峡川镇所辖。

村里主姓为李，是正统的李唐皇室后

裔，明清时为衢北望族。如此，我们不

妨先去翻阅地方史籍民国《衢县志》，或

许能从中获得李宗勉的些许线索。在

《卷十一·族望志·族望表》“李姓”一栏

下，写着这样一段文字：“石屏李氏，北

乡七十九庄，地名李宅。其先闽之长汀

人，始祖烨，唐代迁衢。后有世泽者，元

时为衢州路仓大使。明有李庠，永乐进

士。《谱》称宋相李宗勉亦其同族。”有了

《衢县志》的这一指引，再去李泽村翻阅

当地的李氏族谱，求证之路立马顺畅明

朗起来。

毕竟是李唐皇室后裔，格局不同于

一般人，虽然偏居一隅，却不忘自家血

脉传统，至今，李泽村李姓人家仍然保

存着由明永乐进士、李氏列祖之一的李

庠所编修的《石屏李氏宗谱》。翻开这

部李氏宗谱，果然在其中的“世系传”部

分，发现了李宗勉的身影：“宗勉，字强

父，行季五，小行添一。宋开禧间登毛

自知进士第，任运干，累官至左丞相兼

枢密院使，赠少师，谥文清公。生于淳

熙己亥年正月初二日，终于嘉熙庚子年

闰十二月初五日薨，寿六十二岁。娶妻

徐氏，封越国夫人，生于淳熙己亥年三

月初五日，终于嘉熙戊戌年九月初一

日，寿六十岁。合葬富阳县北小阴山，

自北向南。生二子，长曰世彦，次曰世

彣。”字数不多，内容丰富，以谱牒的视角

对李宗勉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令阅读

者收获颇丰。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一句

“生于淳熙己亥年（1179）正月初二日”，

直接解锁了李宗勉出生时间的密码，扎

扎实实为360百科词条填补了空白。

继续往下细读，目光移至宗谱“列

祖小传·廿四世”，里面的内容再次让阅

读者眼前一亮。李宗勉在“廿四世”里

被单独列为一章，全文共分两大部分，

前半部分主要引自《宋史》，记述李宗勉

的为官经历和政绩。后半部分则着重

介绍李宗勉的家世，尤为惊喜的是，小

传详细记述了李宗勉孩提时代的一些

过往。现将原文部分段落摘录如下：

“庐陵曹士宏先生遗芳集，记宗勉父隶

役征商遭法，流广南时，母生宗勉，始能

言，度不能偕往，遂以再适富春施氏。

施氏教育无异己子，宗勉亦能刻苦学

问，乃冒施姓登进士第。”“他日，奉母官

广南，有老兵给事内外。母见，告日：

‘此似汝父。’宗勉徵其始末，母具以告，

且日：‘汝父左股一黑痣，上有白毫数

茎。’宗勉欲验之，而难之。会宴集，密

嗾官奴投银杯於池中，令老兵裸衣取

杯。因迫视，股上果有痣毫。及询老

兵，言不母异，乃归告母，具沐浴衣冠，

延升中堂，行家人礼。”“以事闻于朝，因

得请复归李姓。”所摘录的这些段落，清

晰地还原了李宗勉的家庭出身、成长经

历及家庭变故。原来，南宋“公清之相”

出身于普通人家，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

犯法流放，母亲被迫带着他改嫁他人，

施姓继父对他恩重如山。《石屏李氏宗

谱》这些飘着墨香的文字，以足够翔实

的内容记载，填补了《宋史》留下的一大

片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史籍中

流行的“李宗勉是富阳人”的说法。

至此，南宋“公清之相”李宗勉的两

大身世之谜终于有了谜底：李宗勉，生

于1179年，终于1240年，出生于衢江区

峡川镇李泽村，系李唐皇室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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