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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美解放前的美溪广生堂药号溪广生堂药号 （外一篇）

□ 李寿山

打打 锡锡
□ 许安斌

美溪广生堂，坐落在黟县美溪乡美坑村，门面
长 23.3 米，宽 9.8 米，占地面积 228.34 平方米，建筑
分前后厅，为三进间砖木结构。前厅上置天井式
密闭穹顶，四缘设有回廊、美人靠；下为药铺柜
台。后厅为居家休闲用的客厅和书房。

房东李壬毕，其父李继松，号茂轩，一生行医，
且广济好施。李家世代书香，凡乡间贫民求医问
药，皆分文不取，至今在四乡百姓中仍留口碑。

李继松，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和妻子林淑莲多
次掩护、支援过我党我军的领导同志，曾为杨明、
刘奎等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送米、油、药品、布匹、
大红马，为部队伤病员疗伤治病等，解放后尚保存
有当时游击队颁发的“立功证”，并由国家民政部
门授予“堡垒户”称号。

柯村暴动后的一个夜晚，皖南苏维埃政府主
席宁春生等来到“广生堂”，林淑莲热情地为他们
起灶做饭，打洗脸水，并拿出自己男人的衣服给他
们换。饭后，每人送了 30 块银元，而后趁着夜色未
退，护送他们从洪星湘口转祁门方向去了。

1944年深秋，太平（今黄山区）小河里地方有一
位青年（随刘奎新四军来美溪），在遭到国民党匪兵
追击后，躲在美溪村西花塘坞。一天，林淑莲去那
里锄蚕豆草，从水沟里发现他。她问明情况后，于
夜间引入家中，当时那青年右臂上的伤口已溃疡，
生蛆，她嘱男人为他清洗伤口，敷药包扎。接着用
鸡蛋炒饭给他吃，并送他 5枚银元上路。

1947 年 6 月的一天，新四军刘奎、杨明等四人
住在“广生堂”。夜里，村口突然出现国民党保安
团的队伍，随之岗哨遍布，全村戒严。刘、杨决定
连晚转移。凌晨两点，李继松吩咐林淑莲打开后
门，领着他们越过菜园地，悄悄地下了村边的小
河，沿着河床蹚水摸黑走了 2 公里多路出村，而后
从朗坑折向横塘过盐卡河，从一条山道取捷径插
往祁门。望着同志们安全脱险的背影走远了，李
继松才带着一身潮湿和倦意归来。事后，林老太
太说：“当时要是漏出一点风声，整个村、整个游击
队就没有了。”

1946 年农历 6 月，刘奎、杨明同志率领的沿江
支队分别驻在宏潭的五溪山，美溪的十二坞、打鼓
岭一带。时值盛夏，暑气难当，部队多有染疫。当
时，应部队邀请，李继松林淑莲一道多次于夜间辗
转营地为伤病员治病疗伤，同时还接济部队蔬菜
如干笋、干腌菜、辣椒粉、萝卜丝等。解放战争的
四年里，她支援了游击队 100 匹布，100 双袜，100
公斤咸盐，1200 公斤菜油，1000 万元纸币，并送给
刘奎同志一匹大红马。直到“文革”前，她还保存
着当时游击队发的立功证。

解放后，“广生堂”药号易名为“美溪药店”。
男老仍坐店行医，后因工作需要，调往柯村乡人民
医院当医生。1962 年因病去世，享年 69 岁。1985
年民政部门授予他们家“堡垒户”的光荣称号，并

定期发给生活优抚费，直到 1992 年林老太太终
老，享年 90 岁。他们的两个儿子解放后，一个就
读北京大学法学系，一个就读安徽医学院，毕业后
都参加了工作，如今儿孙满堂，家道安康，日子过
得十分美满幸福。

罗艺金口玉言
黟县美溪乡朗坑村的路旁，至今保留着一尊

鞋印的大石壁。据说，这鞋印是很早以前，由石台
县蓬莱乡过来的一位名叫罗艺先生留下的。

罗艺，自幼丧父，随母生活。然而，母子却常
常遭受到同胞叔叔的排斥和百般欺负。罗艺小时
候读书时，每天都有一位老人守候在桥头，背他过
河。后来，母亲得知此事，便要罗艺问明那老人的
来历和姓甚名谁，日后也好图报。不料老人却说：

“你不要问我是何人，你今后有发达之日呢。”罗艺
回家后，遂将老人的话对母亲说了。此时正在灶
台洗锅刷碗的母亲听后却说：“儿日后若真有那一
天，就先拿叔叔开刀。”说罢，一把筷子往灶台上一
堕，动了复仇的念头。殊不知这下惊动了灶王爷，
说是打了他的军棍（多少只筷子就是多少军棍）遂
奏本天庭。玉皇大帝当即降罪并派人下凡间给罗
艺换骨。罗艺疼痛难熬，母亲叮嘱他牙齿咬紧。
结果，除换了一身狗骨，尚保留了一副人牙。从那
以后罗艺变得身轻力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终
日无所事事。到了后来，母亲日老，家道哀微，为
了生计，罗艺只得游走四乡靠乞讨度日。

正月一过，春暖花开。超度成仙的罗艺开始
出门讨口了。一天，行乞到石台南关涟溪汪家，见
不远处的河滩里，有一群男人围着一块大石头打
炮眼、采石烧石灰，一位中年妇女正给他们送饭
去。罗艺见了便近前讨要，那妇女二话没说，只见
她认真地从篮子里挑来捡去，最后拿了一个最大
的白米粿递给他，于是他心生感激之情，遂对那妇
人道：“你们这河滩的石头不是很多吗？只要将它
们捡起来然后从胯下投掷过，就可以拿去装窑
了。何必那么费事呢！”事后，村里人都照他教的
办法去做了，过窑后果然好灰。直到解放后，涟溪
一带烧石灰，石灰石都是直接从河滩里捡来装窑，
而不用去开山放炮取石头了。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罗艺途经黟县柯村东
坑外朗屋，口干舌燥。便进村向一农妇讨水喝，那
妇女见来人蓬头垢面，骨瘦如猴，遂戏谑他说：“柴
在山上，水在河里，哪来现成的茶给你喝？”罗艺讨
茶不成，反受奚落，抱怨道：“大水漫天过，小水砂
里钻，这个地方呀，怕要十里干三滩咯。”果真如罗
艺所言，这村子多少年来都守着一条干枯的河
床。直到解放初，政府还组织发动群众清理过一
次，后来又被泥砂复积，唯有春夏雨水丰沛的季
节，还能依稀听见水埠头传来浣衣妇久违的棒槌
声。其实，这当然只是个传说而已。人世间的所
有一切真的由上天来摆布侍弄的话，当初的农妇

又怎能会为一杯水而敢得罪那位出口铄金、有言
必应的罗艺先生呢？

秋雨霏霏，乞途凄凉。一日，罗艺行至于美溪
郎坑的途中，忽遇天雨，当时身单衣薄的他，寻到了
一处崖壁下躲避栖身，此时已有两个放牛的牧童抢
先而入，他便近前说好话让牧童挤一挤，两牧童见
是个穷要饭的，执意不从。罗艺吓唬：“这悬崖要倒
了，看你们住哪儿躲！”话将出口，崖壁吱吱作响，他
明白是自己胡乱出口酿的祸，便迅疾推出两名牧
童，自己却为此崖覆压。至今路边的一块大石壁上
仍清晰地镌留有他的一只鞋印。

跑遍黄山市三区四县，走过安徽江南江
北，已很难见到打锡这门民间手艺了。歙县
杞梓里镇齐武村有个叫应苏明的人，他就是
付出毕生精力保护传承了中国民间打锡这
项非物质文化绝艺，而受到人们敬佩的人。

50 多年前，应苏明一直操守打锡这门
手艺不离不弃。从少年、青年到壮年的全部
人生“痴迷永不悔，绝艺得新生”，使徽州乃
至安徽的打锡这一民间传统技艺得到保护
传承。来到应苏明的打锡铺，见桌上摆的，
台中放的，柜里藏的，壁上挂的，地上堆的，
全是他亲手千锤百敲出来的细致精巧的锡
器。看上去应苏明举止稳重，朴素实诚，且
现已 65 岁，竟能心细眼明，脑灵手巧，打出
那么多那么好的锡器，叫人有点难以相信。
而且他从事打锡工艺几十年，打出上万件锡
器，而成为华东声誉鹊起的锡器制作艺术
家，中国民间打锡工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人。

打锡，在中国民间原是“十大匠人”之
一。打锡业在应苏明父亲那代就已濒临失
传了。才 15 岁的应苏明，人小志气大，明白
了已在中国传承了 1200 多年的“十大匠艺”
的打锡业，岂能在他这代人中灭绝的大道
理。他寻访散落在民间祖辈们打造的各种
锡器，左看右看细端详，里里外外探究竟，耐
心琢磨练手艺，一直探索了 5 年多。到 20 岁
时，他已经从模仿，进入试打阶段，并由小到
大，由易再难，先简后繁，经粗达细。又是一
个 3 年多的磨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手
艺日益精进，作品神韵自现。

打锡行业，不比砖工、木工、石匠、竹匠、
铁匠、漆匠等行业。打锡从熔锡刻模、到灌
板剪块，描图设案，再经敲坯打磨，修图改
版，磨光题款等几十道工序流程。要想将打
锡手艺完完全全学到手，并有所创新发展，
并非易事。应苏明懂得“它山之石可以攻
玉”的道理，他注意观察其他“敲、打、雕、刻、
剪、画、描”等手法与技艺。这样，又经一个
5 年“求真求美求精”的过程，使他胜任了各
种锡器的打造。这些年来，应苏明在每一件
锡器的制作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灵秀气韵，吸
收各家手工技艺的长处。同时在接受上门
定货，外地承接和展销中，秉承工艺的美德，
诚信，将“良心、决心、信心、诚心”融为一体，
成为黄山市锡器行业第一家，使“非优不出，
诚信为本”广为传扬。他的一把“龙图案”锡

壶，为求妙品，先后修改敲制 10 多次，终成
“千锤百敲”之精品，以 2 万元出手给上海一
高龄收藏名家。创新无止境，只有精益求
精。应苏明又将徽雕、新安画、西方油画艺
术运用于锡器的制作之中，从而使锡器深含
徽文化的艺术神韵，更加吸引了众多名人大
家的追求，使锡器走出黄山，冲出安徽，进入
江苏、浙江、上海等 20 多个省市，并为国外
收藏家、艺术家看好。

风雨几十年，应苏明传承打锡，使民间
打锡这一行业枯木逢春，从严冬走进春暖花
开。他的打锡手艺已达到“得心应手，炉火
纯青”的境界。但知晓他的人多在本市本
省，外地外境很少。当地工商部门帮助他亮
出“独家祖传打锡铺”的招牌，请著名书法家
黄澍（已故）写了“民间瑰宝”的匾额，极力提
升品牌的知名度，又通过网络进行宣传。

从打造一般日用工艺品，进而打制陈列
品，单价也由几十元、几百元，提升到几千
元、几万元。产品也从黄山到合肥，到上海，
去江浙，并销往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屯溪一
茶楼每年特约专制茶叶罐 100 多只，上海一
客户登门求宝，请他打制一只“龙凤宝鼎”，
应苏明八改图稿，七次重制，用一个多月才
完成。客人看了叫好不迭，给了 3.2 万元，高
兴而去。浙江宁波，本是手工制作工艺享誉
全国之地，当地两位手工工艺制品收藏家，
却舍近而求远，专程找到应苏明，以 6000
元高价，选了两只小小的茶叶罐。广州一
著名收藏名家，早打电话，夜发帖子求购定
货，因一时排不上号而不甘心，亲自赶到应
苏明打锡铺，干脆住进应苏明家，早求晚
催，盯着应苏明一锤又一锤，一天又一天，
打了两对“双龙捧月”烛台，每对 3500 元。
北京一位 80 高龄锡器古玩收藏家，为求一
件特别精致，既细巧更典雅，并极富创意的
摆设锡器，跑了 7 省 200 多个县市，才在黄
山找到了应苏明，他说，“奔波几年好辛苦，
终得神器真开心”。

已步入老年的应苏明说：原先歙县有几
十家专业打锡铺，加上走村串乡的打锡挑，
不下百家，如今仅他一家。他不愿自己成为

“最后一家打锡铺”，也不愿意自己是“最后
一位传承人”，因此，他已着手从许多青年人
中物色了一批有志向的人，将自己的经验悉
数传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有技艺好好接上
班，使民间绝艺——打锡业后继有人。

为了推动黟县宏村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个项
目在安徽“两会”（2018 世界制造业大会暨徽商大
会）上签约成功，2018 年 5 月，应市侨联海外顾问、
锦鸾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华俐女士之
邀，台湾省“国立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功鑫再次
来到黄山，考察项目前期筹备工作。

只见她短发齐耳，身着一条素色的裙子，脚上
穿着一双低跟的黑色皮鞋，脸上化了一点淡妆，一
头乌发。她走路步伐不快，但言谈举止决不像是
七十岁的老人。她带着优雅的微笑和我们握了握
手，然后落座。交谈时，我们才知道她的先生，台
北艺术大学退休教授，小皮球文创事业董事长凌
公山先生这次也一道过来了。由于大家的焦点都
集中在周院长身上，几乎忽视了她的先生。夫妻
两人给我的印象都是谦虚低调的学者模样。

一谈到文化，周院长热情四射。她对徽州漆

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原来，除了艺术史、博物
馆学，她也对这一方面有过不少研究，还曾写过

《由近三十年来出土宋代漆器谈宋代漆工艺》一
书 。 她 是 法 国 巴 黎 第 四 大 学 艺 术 史 与 考 古 博
士 。 策 划 过 各 类 与 文 化 有 关 的 大 型 国 际 性 展
览。在担任“台北故宫”院长期间，她积极推动
海峡两岸及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并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

如今，退休后的她，对青少年的教育及历史文
化传承，依然怀着一股执著的热情。她曾在国际
文化研究方面有过不少著作。就在不久前，她与
自己的团队还共同编制了《图说中华文化故事》丛
书，该系列丛书以战国、汉、唐和宋这四个时期为
主轴，以成语故事为切口，利用考古资料及相关文
献，使成语故事时代背景下的政治、历史、艺术、礼
仪等中华文化要素互为印证、阐发，全方位重现当

时人在衣、食、住、行、业余生活等不同层面的生活
全貌。她介绍说，下一步，还将以动漫和游戏的形
式通过虚拟的手法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为了让
我们对她的产品有直观的认识，她让她随行团队
中最年轻的成员——小皮球文创事业执行长陈绍
诚先生（其祖父为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外祖父为国
学大师林尹），现场用手机为我们演示木兰从军、
负荆请罪等历史故事。

在安徽“两会”期间，我们再次见到周院长。
黟县考察结束后，他们前来合肥与我们会合，参加
省侨联举办的“百家侨企签约仪式”。我听说，省
领导会见她的时候，现场的台湾人士见到她，激动
不已，排着队纷纷要求签名。由于“百家侨企签约
仪式”上安排了各地市推介的环节，市侨联提前与
孙华俐女士协商，想请周院长代表黄山现场做一
次文化方面的演讲，并要求用 PPT 的形式，她爽快
地答应了，并且在内容上做了精心的准备。没想
到，因为大会整体安排，发言临时被取消了。接到
通知，市侨联负责人很为难不知如何开口，然而，
周院长听说此事后却不以为意。签约仪式过程
中，我陪她在会议厅门口小憩，她不仅与我合影还
留了微信。我看见她主动发了一条短信给我，说：
谢谢你的接待！

周功鑫周功鑫：：中国历史文化传播者中国历史文化传播者
□ 朱红叶

古徽州的意象黑白分明，犹如一部年代
久远的纪录片，形象的精美都浓缩在一群
群、一簇簇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上，这是徽
州的文化印记。

徽州文化的兴起源于徽商的崛起与商
业的兴盛。《嘉靖徽州府志》写道：“秦郡于
鄣，迄于宋元，命名缕更，”由于山地稀少，徽
州人出外经商谋生似乎事出必然。“徽之俗，
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
未厌焉。”徽州人秉性的倔强由此可见，当
然，徽州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像大山一样
坚忍不拔，那山间腹地的一座座府邸豪宅，
以及各色牌坊，就是不可磨灭的见证。这种
文化实质的发达始自晚明的经济动力，其杠
杆之力无疑撬动了徽州文化巨石般滚动，带
动了徽州文化多方位的发展，包括收藏的兴
起。清初《四库全书》辑佚民间版本，“后七
子”之首的王世贞著作《书画题跋录》在其家
乡遍寻不到，只好求助徽商的收藏，方才免
遭遗珠之憾。在此，徽州有一文化事件值得
记述。徽州官绅汪道昆曾邀请王世贞等江
浙文人一百余人造访徽州。

在交通不便的清代，以一人之力举办半
官方的“雅集”，其浩浩荡荡的声势，实在是
一个惊人的豪举。正是这一文化豪举打开
了徽州开放的大门，也是徽州历史上一次宏
大的自我推销。当时，汪道昆从徽州当地精
选出二百多士子陪同百多江浙文人，其声势
之浩大前无古人，恐至今也后无来者。这些
士子既是导游，又是能够陪同客人诗文吟唱
的文化“伴游”。据徽州志记，此前晚明也有

一些文人造访徽州，如“性灵派”殿军袁宏道
（万历四十六年，即 1618 年），以及大名鼎鼎
的钱谦益，他于 1641 年来徽州登黄山。袁
宏道来徽州颇多感触，他面对天都峰竟一时
无语，忽而迸发四字：“如悬画轴……”钱谦
益就没有袁宏道的吝啬了，他在黄山记游中
妙笔生花地写道：“度云梯而东，有长松夭
矫，雷劈之仆地，横亘数十丈，鳞鬣偃蹇怒
张。过者惜之。余笑曰：‘此造物者为此戏
剧，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年，不知如何槎枒
轮囷，蔚为奇观也。吴人卖花者，拣梅之老
枝，屈折之，约结之，献春则为瓶花之尤异者
以相夸焉。兹松也，其亦造物之折枝叶与！’
千年而后，必有征吾言而一笑者。”

徽州地方文士吴廷简基于对故乡山水
的谙熟，他将黄山视为天地间一件天造地设
的书法“作品”：“凡远山皆作草书，画眉笔
意，而黄山独作隶书，铁画崚嶒，百里外便于
诸峰迥异”。由此延伸，当今“黄山画派”的
确立，实在因巍巍黄山横亘在那里，从而使
得一拨善画黄山的山水画家聚拢在一起，有
了较为相同的艺术趣味与追求，并形成一定
风格的画风、路数，从而为文化徽州有了新
的铺垫与提升。

刘秉升主编的《黄山志》中引了一段由
南明孤臣转入佛门的僧人檗庵正志记述黄
山的文字：“黄山集于千仞数百仞削成之峰，
凡千百里一望中：如天子有事与圜丘方泽，
而羽林执役扈也；如修竹园林，一旦辱于斧
斤，而新篁怒生也；如潇湘日夕，有船聚泊，
而丛樯指天也。”

徽州的文化印记徽州的文化印记
□ 雪 涅

2007 年起，连续好几年的春天，我总要随着
户外背包客们去皖南玩，其中黄山脚下的歙县深
渡镇，是必去之地。咱这上班的人，唯有周末两天
有空，周五晚上若能利用上，便再好不过啦。那年
月，从合肥到歙县要坐一夜的绿皮火车，偶尔买不
到直达票，就要深夜里在宣城中转。

那年春天去深渡，清晨五点多钟就到了歙
县。走出小小的歙县火车站，顺着大路直行，临近
练江大桥，便到了歙县汽车站。早上去深渡镇的
第一趟班车还要等会儿才发车，就在附近溜达等
待。车站旁，有两长遛二层小楼，一楼门面大都是
做餐饮或土特产。此时，只有三两家早起的面馆
升起了袅袅炊烟，手脚勤快的老板们无声地忙碌
着。

我们随意选一家，卸下登山包安然落座，选好
合自己口味的面，再点上一支烟静静地等。要不
了多久，热气腾腾的面条就上桌啦。我要的是干
丝面，油亮亮的肉丝、脆嘣嘣的笋丝和黄灿灿的酱
油干丝，加上软硬适中的面条，成就了这份美味。
待这碗面条连汤带面吃下肚去，早春里的寒意和
一夜未眠的倦意渐渐烟消云散，整个人都神清气
爽起来。

也有的时候，一早从歙县县城乘车，先到石潭
观赏完油菜花海的美景，经昌溪古村徒步数小时

至深渡。一路上呼吸着大山里清新微甜沁人心脾
的空气，清冽澄净的昌源河碧水如玉缓缓流淌，如
此佳境城里人怎能经常享受？在深渡镇住上一
晚，第二天一早再去深渡码头乘船。深渡镇并不
是目的地，而是新安江山水画廊的起始。自深渡
乘上游船，沿着风光迤逦的新安江可直达著名的
千岛湖。

有一回，几位驴友约好同往歙县新安江畔品
尝新茶，从合肥自驾而行。本着“花最少的钱，走
最远的路”的户外准则，驴友走运放着大别克不
开，借了辆排量一点零的铃木车，载着我们一路欢
声笑语来到深渡，又是一种体验。

无论以怎样的行走方式，只要到了深渡，一准
儿要在大清早赶去深渡老码头吃油煎毛豆腐。

看过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都知道，
毛豆腐是徽州地区的经典特色名菜。相传明太祖
朱元璋一次兵败徽州，逃至休宁一带，饥饿难熬，
从草堆中搜寻出逃难百姓藏在此处的几块豆腐，
但已发酵长毛，只得将其放在炭火上烤熟吃。不
料这些豆腐味道鲜美，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转败为胜后，朱元璋下令厨师制作毛豆腐犒
赏三军，毛豆腐遂在徽州流传开来。

徽州毛豆腐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制成色
清如雪、刀切似玉、坠地不溢的豆腐，然后置于阴

凉干燥处发酵，待长满白色菌丝的“毛豆腐”中蛋
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后，再将毛豆腐放入平
底锅煎至两面发黄，加入调味品烧烩，香气溢出后
涂上一层辣酱，便可取食。因为“腐”与“福”同音，
徽州人与外地客商每年立夏都要吃毛豆腐，寓意
吃上福气、交上好运。好多大饭店里也有此美味，
若论原香本色，那一定还得去深渡老码头。

在深渡老码头，有一个卖毛豆腐的小摊子，摊
主是位岁数很大的老人家，不起眼的炉子上支一
口平底锅，七八个人围在锅边，就着锅吃着毛豆
腐，外围则站着更多的等待吃毛豆腐的人。这便
是传说中深渡码头的极香美味啦！老人家不急不
慢地将长满白色绒毛的毛豆腐放入锅中，浇上香
油，慢慢煎烤，待两面焦黄时撒上细碎青嫩的葱花
淋上些许红艳艳的辣椒酱。香气四溢的毛豆腐，
引来众多游客品尝。我和同伴趁热吃着外焦里嫩
的毛豆腐，欣赏着新安江山水画廊美景，好不惬
意。

后因事务繁多，渐渐脱离了背包客队伍，唯有
深渡老码头油煎毛豆腐的别样味道，时不时挑逗
一下我的味蕾。去年夏天，得个机会去歙县出差，
坐高铁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一盏茶的工夫就
到了，真快啊。一路上，脑中不时回放着新安江两
岸的美景及油亮喷香的毛豆腐，心里盘算着，倘若
时间允许，一定重访深渡，再在老码头叫上油煎毛
豆腐。其时洪水刚退，练江水位猛涨，翻波涌浪。
没想到在县城忙完公务，却没时间再去深渡品尝
毛豆腐。留下遗憾。

老 码 头 的 美 味老 码 头 的 美 味
□ 贺建军

大好山河 老湾/作

小书迷 苗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