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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本报讯 5月17日，市博物馆举办《海岳外史——米芾
书法拓片展》。此次展出的作品为襄阳米公祠碑刻拓片，碑
刻完成于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由米芾后裔请广东工匠雕刻
完成，共三十五碣，堪称我国书法艺术的宝库。

其中，《动静交相养赋》是米芾行书的代表作，为晚年时
期所写。其书体秀润劲利，用笔潇洒沉着，兼用正、侧、藏、露
等笔法，富于变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展露出米芾独特的
书画风格。《游虎丘》是米芾草书的代表作，诗文为朱长文
作，流畅雅致，且具逸兴。《多景楼诗帖》为行书大字，下笔明
快利落，纵横自如、凌厉劲健，达到了雄逸苍厚的境界。

在群星辉映的宋代书坛上，米芾以其独特的风貌与苏
轼、黄庭坚、蔡裹并称“宋四家”。然而由于米芾特殊的家庭
背景，博览内府收藏，观尽显贵珍宝，耳闻目染，见多识广，
加之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刻苦钻研，博采众长，笔耕不辍，使
他练成一身过硬的功底，成为有宋一代最杰出的书法大家
之ー。

《米芾书法拓片展》
走进商城义乌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本报讯 5月21日晚，“致敬抗疫英雄——市婺剧中心
复演惠民周”活动在义乌剧院拉开帷幕。本次惠民周时间为
5月21-27日，剧目《闹九江》《白兔记》《秦香莲》等6台大戏
以及10余出折子戏将持续亮相舞台。

活动当晚，由市婺剧传承保护中心最新创排的婺剧《闹
九江》首次跟观众见面，并特邀义乌6名援鄂抗“疫”英雄上
台开锣。市婺剧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罗李强表示，此次惠民
演出，既是对我市主动请缨、义无反顾投身武汉抗疫前线英
雄的崇高敬礼，也是对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医护
工作者、公安群体、社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全体的亲切
慰问。因此，在惠民周演出期间，主办方特别提供部分免费
赠票，一线医生、护士等医护人员可通过提前预约的形式，
凭有效证件到现场领票观看。

受疫情影响，市婺剧传承保护中心已近半年未开展正
常演出。息演期间，不少戏迷、观众翘首以盼，纷纷表示希望
尽早看到新鲜的婺剧戏目。“今天来得巧了，正好听到身边
的朋友在说今晚义乌剧院有演出，就过来看看。”黄阿姨戴
着口罩与老伴并肩坐在台下，对新编排的《闹九江》充满了
期待。为了让更多无法前来现场观看的市民共享婺剧魅力。
惠民周期间，市融媒体中心还将对部分剧目进行直播，戏迷
观众可与演员进行线上互动。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根据防疫相关要求，义乌剧院实行
预约限流、实名购票制措施，前往观看的戏迷观众需致电
0579-85522324进行预约，预约时间为9:00-17:00。演出当
天观众入场需佩戴口罩并出示健康码、身份证供工作人员
核对、登记，经现场测温显示正常后方可入场。

致敬抗疫英雄
义乌婺剧中心惠民周启动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委老干部局了解到，为满足广
大老年学员疫情期间学习需求，义乌老年大学与有关机构
联手打造“网上老年大学”，开通涵盖2785堂网课的“云课
堂”，学员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选择免费学习。

据了解，义乌市“网上老年大学”甄选聚合一批全国各
领域优秀教学资源，设置医疗健康、健身运动、声乐器乐、书
法绘画、网络学习、生活服务、语言学习、老年旅游等8个
系、18个专业、65门课程、2785堂网课，授课总时长超过800
小时。学员网上报名登录后，可依据微课堂目录自主选课、
听课，还可进行在线评论互动。

为便于学员掌握报名、学习流程，义乌老年大学专门在
微信公众号推出《网上课堂使用指南》。自5月8日开通网上
教学以来，已有 1312 位学员完成注册并参加“云课堂”学
习。在此基础上，义乌老年大学还向每位学员推送浙江电视
台公共新闻频道电视教学节目、东方老年网老年教育课堂
在线播放下载、“乐学堂”微信公众号等学习指南，满足老年
学员多渠道学习需求。“建立‘网上老年大学’是鼓励老年学
员居家抗疫的第一步。”老年大学负责人介绍，他们还将对

“云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探索完善，让更多老年人通过
网络教学，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学习、安享晚年。

2785堂网课助力“停课不停学”

我市建立
“网上老年大学”

芙蓉峰秀，南溪流长。
吴造开基，万世景仰。
一府八院，天垂星象。
尚书门第，宗祠牌坊。
环绕碧水，层叠丘岗。
苦读诗书，勤耕农桑。
壮哉大元，巍立乌伤。
伟哉吴氏，代代隆昌！

《吴氏大元之歌》
▢ 吴晓 作

在郁郁葱葱的南山山麓，

坐落着一个幽静的小村庄，名

为大元。义乌吴氏一族在此繁

衍生息近千年，绽放出绚丽多

彩的文化之花，留下了数量众

多的故事、书籍、绘画、古建，

仿佛一本书写千年的古书，厚

重，精美，韵味悠长。

如今，大元村的文化礼堂

分两处。一是原先的继志堂，

二是新修的七幢。走进大元村

文化礼堂，恍惚跨越了时空，

也翻开了大元村历史的封面。

大元村背靠尧山，前望南山。南山
诸峰秀丽，山中迤逦而来的清澈溪流
在村前经多次分流，绕村环宅，滋润田
亩。在一阵浓浓的稻子香气中，我们走
进了大元村。虽临近市区，但大元村至
今依然保存了完整的农耕民俗。村内
清风徐徐，枝新叶绿，燕飞雀鸣，阡陌
纵横，清溪环绕，民风淳朴。正值农忙
时节，随处可见腌菜、务农的村民，一
派静谧祥和的田园风光。

热心的村民吴贵遗，带笔者走进
了大元村原文化礼堂继志堂。继志堂
是一个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精巧细
致，观之古朴可亲。堂内分为吴氏源
流、家训馆、农耕馆、吴百朋馆、倪仁吉
馆、现代名人、古代名人等多个区块。

大元村建村历史悠久，对于村落的
起源，继志堂内有明确记载。大元村的开
基始祖名为吴造（1023—1102），字文立，
号大元，大元村村名由此而来。吴造原籍
江苏吴县，为宋翰林大学士、吏部尚书庄
简公吴相之子。其任职义乌主簿期间，

“奉法循理”“劳苦一无所避”，元符二年，
获“枢密院使”封号。“一日偶以公旁下
乡，顾南山曰：‘此山自眠山发脉，秀拔如
芙蓉，峰甲于一邑，其间可卜居也。’”
（《赠枢密院文立公传》吴之文 撰）

义乌吴氏自此繁衍生息，发展出
大元周围吴氏十八村，后全县东西南
北中，均有大元吴氏后裔，故有“吴半
县”一说。至今已繁衍近40代，据2000
年统计，义乌吴姓人口达6万余人。

源起 一座跨越千年的古村

大元村设有东、南、西、北四个门，
分别为麒麟门、还金门、祥来门、涌金
门。村内外古建筑数量众多，布局考
究，错落有序，文化遗存十分丰富。

建有“一府八院”。“一府”为尚书
府，“八院”为上院、下院、枢密院、昭
院、中心院、马坊院、花院、前院。这“一
府八院”有其独特寓意。古婺州有“一
府八县”，即金华府，金华、兰溪、义乌、
东阳、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个县。

“县”与“院”在义乌方言中为同音字。
于是，婺州有“一府八县”，大元有“一
府八院”，成为美谈，同时也充分体现
大元村深厚文化底蕴。

村内建有吴氏大宗祠一处，小祠堂
多处。其中，2019年作为大元村新文化
礼堂的承德堂，也就是“七幢”规模最为
宏伟。总面积1460平方米，匾樱、门窗、
牛腿精雕细刻，巍然高耸，气势恢宏，蔚
为壮观，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元村内还有仰止堂、采兰堂、德
世堂、凝香阁、香草园等名人居所，望

云楼、百尺楼、藏书楼各有千秋。村内
村外建有牌坊八座，分别为三世部尚
坊、尚书坊、尚义坊、孝子坊、恩荣坊、
节妇坊、神道坊、绣衣坊等。

开基始祖吴造被封“枢密院使”，“大
门头”东南部建有“枢密院使”牌匾门楼。

“枢密院使”四字为北宋元符二年（1099）
工部侍郎、理学家杨时（成语“程门立雪”
的主人公）所题，至今已历900余年，为义
乌市内现存的最早文物之一。

此外，大元村还有大量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古今传说、民间故事，武术、
祈雨、迎龙灯等民风民俗，更增添了大
元村吴氏文化的无穷魅力。进入新世
纪，大元村吴氏文化跨出了省界国门，
蜚声海外。大元村人、浙大教授吴晓
说，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带领美、
英、日、韩、新加坡及港台学生，于
2000 年、2002 年两次来大元考察采
风。包弼德教授认为，大元村吴氏文
化，不仅可以供哈佛大学研究使用，而
且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

璀璨 星罗棋布的精美古建

义乌吴氏后裔，忠贤辈出，名人荟
萃。出了吴尧、吴大年、吴百朋三位尚
书。其中吴百朋被称为一代能臣儒将，

“才堪大用信济世之英贤”（万历皇帝
御联）。关于吴百朋的事迹，史书多有
记载，民间流传的故事更多。比如出任
江西永丰知县，当地百姓感恩他殚精
竭虑、一心为民，恳求他“留靴以存永
思”（《永丰县令尧山吴侯脱靴碑记》吕
怀曾撰）；比如临危受命，开城纳民，从
容不迫，以攻为守，杀得倭寇猝不及
防，“远遁”而去的“扬州之战”；又比如
他为官清廉，巡抚虔州，抗倭平乱六
年，离任时，将其按例应得的“逾额者
十七万金”悉数交还国库，告别时单车
就道，一无所携。

而大元村内另一位最为世人所知
的名人，就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画
家，吴百朋曾孙媳倪仁吉。她的一生曲
折，17 岁嫁给大元村秀才吴之艺为
妻，三年后其夫亡故，一生未再嫁。照

顾婆婆十多年，在大元村度过了人生
的大半程，直至 79 岁终老。孤独的生
活却成就了她孤绝的艺术造诣，让她
博通经史诗文，兼工书画刺绣。不仅诗
歌清丽、意境不凡，山水、花鸟、人物画
无所不长，刺绣艺术更是一绝，“以绣
代笔，能减去针线痕迹，波动欲生”，
同时代人称“得其书画片羽者，皆珍若
拱璧”。如今，倪仁吉的绘画刺绣作品
已成为多地、多国馆藏之宝。

此外，吴百朋曾孙吴之器为著名
藏书家，著述甚丰。捐造义乌绣湖大安
寺塔的吴圭，建造义乌江上西江桥和
佛堂万善桥的吴周士，建造东江桥的
吴彭年，均为大元后裔。现藏于上海图
书馆的极其珍贵的宋刻本《三苏先生
文粹》（70卷，由北宋苏洵、苏轼、苏辙
所撰），也是南宋时期青口吴宅桂堂的
刻本。现当代更是出了如吴肇基、吴
源、吴山民、吴晗等名流，而各行各业
的杰出人士不胜枚举。

兴盛 名人辈出的义乌吴氏

斯人虽逝，但功德馨然，昭传后
人。前人如繁星当空，指引着吴氏后
裔，遵循先祖遗训，砥砺进取，自强不
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
时，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我们从小就听着吴百朋、倪仁吉
的故事，摸着尚书壁照，读着的倪仁吉
的诗长大。”看着礼堂里一位位历代名
人，已过花甲之年的吴贵遗感慨万千。
他说，吴百朋的刚正忠勇，倪仁吉的品
性高洁，没人比大元人更了解。

了解自己的来处，才能知道未来
的去向。“文化礼堂把我们村里悠久的
历史、灿烂的文化都展示了出来，希望

我们的后辈多来看看，了解我们的历
史，也继承前人的精神。”吴贵遗说。

“勤耕种，擅桑麻，得以安身立命；
苦读书，懂礼仪，得以修心养性。”“孝
父母、友兄弟、敬长上、和乡里。”这些
宗规族训，不仅悬挂于文化礼堂内，也
广泛见于吴氏各地族谱，是每个吴氏
子弟所信奉和践行的家训行为准则规
范。这些吴氏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义
乌精神的深刻践行、生动演绎和集中
体现。

而大元村，作为曾经的尚书门第，
仁吉故里，所孕育的吴氏精神与悠长
文化，还将在当代书写新的篇章。

传承 融进血脉的家规村训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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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志堂内陈设的吴百朋木像。

大元村内古建众多。

幽静的倪仁吉故居仰止堂。

七幢正厅内，“承恩”匾高高悬挂。

倪仁吉像

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幢气势恢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