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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看完《望道》，扑
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真
切地感受到那个年代坚守信仰和
真理的一群人，“播火者”和“望道
者”们，一群热血青年挺起了一个国
家的脊梁！

观影让我再次走近景仰的望
道先生，追寻“望道”足迹，回到那个
峥嵘岁月。陈望道敢为人先，始终站
在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最前端。从

“教育救国”转而“实业救国”，在留
学日本时萌发社会主义思想，回国
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开展
文学改革，经过“一师风潮”洗礼，最
终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望道
把个人理想抱负与祖国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当时陈独秀、李大
钊筹划将《共产党宣言》尽快译成中
文，以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
播。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需满足三个条件：对马克思
学说有深入的了解；至少得精通一
门外语（德语、英语或日语）；汉语功
底深厚。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能

担此重任者非陈望道莫属！”这是强
大的爱国“朋友圈”，翻译《共产党宣
言》是先进知识分子不谋而合共同
的心愿，是爱国志士们急盼的事情，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这也是陈望道对信仰的主动
抉择！1920年春天，陈望道回到家
乡义乌分水塘村，开始心无旁骛地
翻译《共产党宣言》。在简陋的柴屋，
两条长凳、一块门板，借着煤油灯
光，夜以继日翻译。母亲看他如此辛
苦地工作，十分心疼，给他送来粽子
和红糖。翻译《共产党宣言》也是他
学习与坚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
程。因为专注，也留下了“墨汁当红
糖”的佳话——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这种甜是来自那一代热血青年
为改变祖国的苦难命运苦苦探寻
到共产主义这一真理的甜！陈望道
自己说，“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
夫，才把全文译了出来”，中文全译
本准确、生动、优美，成为当时传播
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为建党大业和党的早期理
论建设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他敢于担当，担任上海大学中
文系主任，为党培养了大量后备力
量；担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积极宣传
革命思想，同鲁迅并肩作战；在复旦大
学任教，领导进步力量推动抗战；新中
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5年，
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呕心沥血。“我信仰
马克思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
贡献我的力量”“活着一天，就要为党
工作一天”“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
成为他一生的不懈追求。70岁的他，
接任修订《辞海》主编重任；85岁的他，
在病榻上依然在做《文法简论》的写
作校对，生命不息、攀登不止。

从东渡日本探求富民强国之
道，到红色宣言播撒谋求社会解放
的革命之道，从在学术上履行马克
思主义之道，到教育上的“学生总是
占第一位”的为师之道，他以强烈的
责任担当，诠释了对信仰的坚守、对
使命的践行。陈望道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信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敢
为人先的创新意识，服务人民的情
怀，是留给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但
他说，“我不想在历史上留下什么位
置”，低调为人的为民情怀更增添了
他的人格魅力。

真理的味道是甘甜的，但寻求
真理和运用真理的过程却是艰辛
的。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
拼搏奋斗！品尝真理之甘，铭记信仰
力量，做《共产党宣言》精神忠实传
人，一起追望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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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杨歌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场集
团了解到，2023义乌收藏品春季
交易会举行。

义乌收藏品市场每年举办的
春、秋两届收藏品交易会，深受
全国各地古玩商和广大收藏爱
好者欢迎，丰富多元的活动吸引
了众多优质藏家和收藏爱好者。
据悉，本届交易会设文化产品交
易会、藏品珍玩宾馆交流会和精

品玉器展三大系列活动。其中，
文化产品交易会、精品玉器展在
义乌收藏品市场举办，精品玉器
展的上百件玉器精品由展品征
集小组从市场经营户及私人藏
家处征集。

藏品珍玩宾馆交流会在义
乌大酒店举办。本届宾馆交流会
共设100余间客房，招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古玩商前来参展，同时
带来了与地摊淘宝、“捡漏”不同
的收藏体验。

义乌收藏品
春季交易会举行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4月15日下午，北苑
街道四季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随
着悠扬的琵琶声，来自辖区的民
族同胞创业者、企业高层次人
才、流动党员、居民代表欢聚一
堂，拉开“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
的序幕。

据了解，在第 28 个“世界读
书日”来临之际，四季社区开展

“世界读书日”特色活动，营造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围绕“四千精神”，主题活动设
计了阅人文，赏千山万水；阅音律，
知千言万语；阅百路，学千方百计；
阅人生，尝千辛万苦等四个版块内
容。当天，土家族、苗族、拉祜族等
民族同胞以及来自江西、湖南等地
的6名流动党员，先后分享特色书
籍，领略阅读之美、文学之美。活动
现场，线下读书分享、民族乐器欣
赏、民族文化体验和线上直播（创
业分享）等环节依次进行。

“全寨的人围坐在一起，组成
一个跳动的心脏，你端着我的酒
碗，我端着他的酒碗……”读书会

上，今年到义乌工作的水族小伙
莫总树用一本书、一段话，为现场
人们带来了生动的画面感。他分
享了《水族文学作品选集》的部分
内容。他说，这些文学作品描绘了
水族人的特色生活，展现了水族
人的民族风情。通过这样的读书
分享主题活动，更好地传承民族
文化，推动知识共享。土家族的满
付英在“第二故乡”义乌发光发
热，活动中，她不仅带来精彩的书
籍，还线上直播分享自己和其他
民族同胞的创业经历。

目前，四季社区拥有布依族、
土家族、苗族、回族、维吾尔族等
32 个民族的少数民族同胞 1045
人。去年12月，社区获批第十批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通过
主题活动，邀请各民族同胞介绍
民族好书，讲民族好故事。让彼此
增进了解的同时，也更好地丰富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四季社区党
委书记叶永超表示，社区将继续
以民族文化传播为载体，营造一
个邻里互动的学习氛围，促进辖
区多民族、各地区党员、企业高层
次人才、居民交流交往交融。

重温“四千精神”品味“四阅书蕴”
四季社区开展
“世界读书日”活动

当你看惯了城市的繁华，不妨避开喧嚣繁冗，寻一处幽静，觅一份清欢，享一份安然，将生活过成一首诗。

今日，我们踏着春天的脚步，漫步于佛堂古镇老街，静享悠悠岁月里的温柔惬意；走进大自然，邂逅“诗与

远方”，感受春天的味道；以春为媒，一起品茶、露营，尽享大自然之美。

黑瓦旧砖，人流熙攘，移步古意盎然的佛堂
老街，满满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这是一条全长
2000余米的老街，纵横分布着直街、商会街、盐
埠头横街、浮桥头横街、石草田沿、共和巷等。文
旅休闲、餐饮娱乐、非遗文创、传统特色商品
……一直以来，这里都保留着佛堂特色，还引进
了新业态，使得老街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佛堂老街有的是好吃的，漫步于青石板铺就
的小路，早餐店内油条包子的香味扑鼻而来，梨
膏糖、甘蔗汁、三分饼、红糖麻花、烧饼、奶茶等各
类美食争相出街，令人垂涎欲滴。佛堂老街有的
是好逛的，新华剧院、古玩店、汉服馆、咖啡书吧
等商铺齐聚，让人流连忘返。佛堂老街有的是好
看的，夜晚张灯结彩，伏虎桥上的音乐灯光秀更
抓人眼球。今年，佛堂老街被录入第三批省高品
质步行街名单，佛堂的魅力终究被更多人看见。

这一头，是青砖黛瓦，老街码头，古朴生动，
饱含古典韵味；那一头，是典雅民宿，车水马龙，彩
光如昼，不失现代风情。蒲川水街是佛堂老街的传
承和延续，亦是老街的创新。穿梭整街，这里傍水
而筑的植槐堂、茂德堂、新南山民居等著名历史建
筑保留完整，为整条水街增添了几分雅致。自北向
南，老市基广场、地涌金莲、幻影活字、蒲川修竹、
画江流水、水兴百堂等六景串联成线。

曾经名为东风河的蒲川水街，如今常有不
少游人驻足停留，拍照或嬉水，品尝美食或直播
打卡，欢声笑语环绕在水街周围，与夜晚水流中
升腾的水雾相融合，和谐且美好。脱单、暴富、考
试顺利、减肥成功……在蒲川水街的老樟树下，
挂满了填写心愿的红色祈福牌，而这也成了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吃着酸甜的冰糖葫芦，看着夜晚的灯光秀，
感受着热闹的气氛，家住佛堂镇的王露露笑着
表示，“老家真是越来越‘兴头’了。”

同样浸满了古韵的佛堂镇倍磊村，是明清
时期义乌第一大村。黑白主色调的古村幽静质
朴，错落有致的民房依旧保留着传统村落的原
有肌理。在倍磊街中心位置，记者看到了修缮后
古色古香的街心亭、街心殿，重新屹立在倍磊老
街上。街心亭内放有两面铜锣，敲铜锣者站在中
间，手持一个锣槌，左锣敲一槌，右锣敲一槌，称
为“撞铜锣”。

“老街变化很大，修缮以后变得更漂亮了，
住起来也更舒服了。晚上，街心亭、沿街的红灯
笼都会亮起来，非常漂亮。”居住在倍磊老街内
的陈大伯说，老街修缮后，不仅改变了环境，还
带来了人流量，带来了新业态，一条“全新”的老
街正在复苏。

古街芳华
古村遗韵

随着画里南江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开放建设，沐浴
着春光的佛堂钟村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钟村有着自己的独特定位——“浪漫钟村，钟爱
一生”。放眼江面，几只游船悠闲地荡漾着。游客坐在
船上吹着微风，耳边传来阵阵笑声。江畔，几个爱垂
钓的人士，拿着鱼竿悠闲地钓着鱼。“笑看云卷云舒，
静听江水拍岸”，时间仿佛就在这里停滞。江边绿荫
下，游客席地而坐，或谈笑风生，或尽情玩耍，在美丽
乡村，寻找幸福生活。

“我们村口有一棵连理树，一根两树，守望相助，像
极了一对恩爱的夫妻。我们把它打造成亮点，宣传好山
好水。”佛堂镇钟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禄介绍，这座神
秘庄严的将军殿，与山水融为一景，巍然立于对岸，阴
雨天气，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颇有些仙侠意味。

经过钟村再往里有个石壁村，在这里，潺潺流水

沁人心，对岸的帐篷营地传来声声欢笑。
这里是梦中的江南，作为义乌江最大的支流，佛堂

南江的沿线山水风光秀丽，构成了义乌重要的生态
廊道。从佛堂大道边的梅林村进入，“画里南江”的美
景呈现眼前，漫步江畔，周边绿意盎然，人景合一，让
人褪去一身疲惫。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走徐佛线到
南王店村，沿途皆是绝美江景。最近，南王店村桥头藏着
的一家工业废墟风装修的糖厂咖啡出圈，吸引不少游客
前去打卡。看似简单随意的设计，表达的却是一种随性
的态度。走进咖啡店，点一杯咖啡，坐在院子的帐篷下，
岁月静好的感觉瞬间袭来。“乡野中的咖啡别有一番风
味啊，快，从这个角度拍超好看的。”游客方苗刚品尝一
口咖啡，就迫不及待地和朋友拍照。门前是山水美景，门
后是咖啡飘香，春风拂过，耳边响起了悦耳的风铃声。

以春为媒 与春相约

在佛堂旅游，一定不能错过亲子游玩胜地小六
石玻璃天桥景点。

走上玻璃天桥，游客们或俯瞰乡村美景，或三五
成群拍照留念，欣赏脚下透明的美景，感受休闲带来
的快乐。“小孩子一直憧憬着走一回玻璃‘天险’，原
来谋划着‘五一’去省外体验。现在好了，在家门口就
有了。”正带着孩子小心翼翼走着天桥的赤岸雅治街
村村民金永余说。

除了玻璃桥，还有好玩刺激的丛林穿越、挑战胆
识的飞檐走壁、“高科技+互动体验”的时空隧道
……如今的小六石村已经成了义乌乡村旅游的“网
红村”。

“丛林穿越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项绿色户外活动，
让你体验与感受树上攀爬与林间穿越的刺激。”佛堂

镇龙溪村村干部周来来介绍，这项活动不仅大人能玩，
小孩子也能在过程中挑战自我、激发潜能。“去年 10
月，我们村里又投资200多万元，新增了小火车乐园项
目。”周来来表示，景区内工作日客流量一般每天三四
百人次左右，周末一天客流量达两三千人次，随着“五
一”的临近，客流量还会逐渐增加。夜幕降临，炫彩多姿
的灯光秀照亮整个村庄，LED灯将小六石村打扮得五
色斑斓、流光溢彩。

“作为亲近大自然的新选择，露营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欢迎。”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出
门踏青赏花的人数增加，旅游市场“春意浓浓”，很多游
客也开始规划“五一”小长假的行程。远行之前，市民不
妨来邂逅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让心灵小憩。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王佳丽 文/摄

亲子时光 共度温馨

打卡义乌美景之千年古镇佛堂

漫游义乌的梦中水乡

小六石村玻璃栈桥。 小火车乐园。

古韵与自然相融古韵与自然相融

佛堂老街入口。 山野间的糖厂咖啡。

蒲川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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