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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

“春和内”藻溪社区建光村辖，在藻溪泗

州桥北。大宅坐西北偏西，前与章才回厝

隔墙接壤，后是“大厝内”，左首是“旗杆

内”，右首是大桥溪。

藻溪人还依稀记得“春和内”、寿田、章

涛，但对“春和内”的发迹史就不怎么知

道。“春和内”的发迹，始于祖辈——章昌

彰。

昌彰婚生子四：才墀，号仲阶（1871～
1920）；才魁（1876～1939）；才右（1880～
1915）；才来（1882～1906）。

嫡长子才墀婚生子二：

志先，字子贤，号寿田，册名畴（1889～
1962），享年73。

志琛，学名涛，号寿川（1908～？），浙江

大学毕业，曾任湖北省公路局总务科长、军

政部公署技士、浙江省建设厅技正、浙江省

明矾制炼厂总工程师。婚生子四女五，长

女适矾山四份内张纯仁。

昌彰原居魁桥，移居藻溪开酒坊酿酒，

局面打开后，便把酿酒作坊取招牌号“春

和”，意为“春意盎然、和气生财”的经营方

略，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红利多多。为了

扩大再生产，章昌彰的大儿子才墀，在其父

打下稳固的经济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着手

拆建大宅院。“春和内”大宅右手边就是藻

溪大溪，围墙基脚临溪而造，建造时，花大

气力，在大溪围堰，用水车车光围堰内溪

水，请泰顺工匠，临溪砌起不怕洪水的墙基

脚，围墙朝南开两扇大门，开门就是私家埠

头。正厝 7 间二层明楼，大宅正门开在左

侧，是因为正面早先有章氏才回等建了数

间房子在先，“春和内”建宅在其后；“春和”

左侧“旗杆内”宅主章氏与“春和”宅主是同

宗，所以“旗杆内”让给一条两米多宽的通

道，“春和”正门才能在左侧开出，可达泗州

桥头新街。正厝厅面对的围墙正中堆塑

“福禄寿”三星，下边修一鱼缸，两边种有雌

雄罗汉松各一株，临溪墙角还有一株白玉

兰树，胸径都约 30 厘米左右。玉兰盛夏开

放，香溢溪畔。大宅建成，藻溪人称“春和

内”。

“春和内”在过桥宫——林泗大帝宫西

南侧，修有5间二层小楼——俗叫后院。后

院小巧玲珑，种些许花草，作后花园，供家

人小憩团聚，共享天伦之乐，部分也作为仓

储用。前院和后院的围墙间还横亘着一条

水渠，来后院要经过一小木廊桥跨水渠，过

曲径游廊。水渠，可以通行一条罱泥船，直

接与藻溪杉桥头鱼嘴口藻溪中游“二八分

水”，过水“黄厝内”右分支“注江”汇合。关

于这条渠道有两种说法，一是“精心谋划”

说，二是“黄家风水”说，这是指“黄厝内”修

建宅第的做法。

关于“精心谋划”说法，要从藻溪中游

“二八分水”说起。清宣统三年（1911年）水

灾，洪水冲决杉桥头“黄厝内”横塘堤，冲毁

民房，淹死数人。是年冬，廿六都乡民再次

修塘堤，加强拦洪能力。廿八都（渡龙，现

属灵溪镇）乡民怕廿六都乡民再次修塘堤，

雨季汛期发洪水时会受到损害而激烈反

对，双方聚众械斗，死了二人，打起官司。

后经判定：打死二人不偿命，今后“二八分

水”。这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藻溪中游到

杉桥头鱼嘴口，再次以“二八”分流，左支主

干流十分之八过水渡龙垟，右支十分之二

过水繁枝垟。其实，一直以来藻溪丰水期，

频发洪水成灾，枯水期，则溪水断流，水田

供不上水，这一条暗渠过水量，在枯水期或

多或少，至少可以缓解旱情，使魁桥垟和繁

枝垟一片有水润田减轻灾情。

坊间有句老话：藻溪有钱算才墀，藻溪

有力算君钱。“君钱”姓黄，“黄厝内”人，当

年染布店染布的菁篓一头（只）能装 150 市

斤谷子，君钱一担 300 斤谷子能挑走，有力

气。用这样的人和事来比人家才墀家的

钱，可想而知章家的家底。

“春和内”到才墀的两个儿子——寿田、

寿川兄弟长成融入社会，家庭的财力达到

了鼎盛期。藻溪当年还有一句口头禅“寿

田的世面”，意思说：寿田家的生意顺畅，人

脉广结，多头发展。“春和内”在江西垟有良

田数千亩，在温州、鳌江都有商号经营，在

温州百里坊拥有住宅。“春和内”还曾与人

合伙，在鳌江开办“申平钱庄”，在矾山投资

开矿，还是藻溪大茶商。

春和人不做守财奴，肯花“大洋”做社会

公益，“不计较个人得失”。民国时期，藻溪

“公是”学校校舍困难时，“春和内”除无偿

提供后院库房使用外，还赠送200亩水田作

校产。也曾在宜山方岩下渡口捐资兴建让

行人歇歇脚、避避雨的路亭。“申平钱庄”在

藻溪就有数千上万大洋“呆账”无收，最大

一户就欠3000大洋。

春和人怎么能大发财？人说，生财有

道，生意经大学问。有这样的传说：很早以

前，咱祖上起早、熬夜点灯用的油是土特产

——菜仔油或乌桕油，用一根灯芯草作引

点燃，发的光亮度尤如一只萤火虫发的光

亮，漫漫黑夜伴着先人年复一年。到“春和

内”寿田这一代，外头都已经用上“洋油灯”

照明，精明的“春和人”捕捉到商机。一次

寿田到上海采购运回一批“洋油”，原来，上

海公司财务人员要私吞老板钱财，把大量

的“银圆”私藏在“洋油”桶里，准备偷偷拉

回家。不料，那天寿田来采办时，恰巧在油

桶中私藏“银圆”者不在现场，老板不知情，

于是出现戏剧性一幕。寿田把这批“洋油”

拉到家，还不知道有这等好事。一天，有人

光顾生意，打开“洋油”桶一看，里头有大量

“银圆”，再打开另一桶还是。于是就对顾

客说：对不起，这批“洋油”质量有问题，隔

天再来，于是，“春和内”大发其财。

再说，原本用惯了土产油灯照明的乡

亲，一时不习惯用“洋油”照明，而且灯具也

是新鲜货，还得花钱买灯具，所以，都不愿

意改用“洋油”点灯照明。“春和人”生意经

的老到精明就体现在这里，不用自己宣传，

顾客上门打油，就在油壶里装几个“铜板”，

顾客回家用油时发现有“铜板”，于是消息

传开，顾客盈门，打开销路，销售量大增，大

发财了。

“春和内”后院，章家也曾改作“章公仲

阶家庙”，家庙牌匾请瑞安书法家“浙南四

大家”之一、孙诒让堂弟孙诒泽书写。家庙

堂前楹联，请平阳人、原省议会副议长姜会

明撰“凡今之人莫如我同姓，聿修厥德无忝

尔所生”，再请“浙南四大家”之一的许苞书

写。

解放后，“春和内”后院曾是国家粮仓

——解放仓。全国解放后，农民种地还要

交公粮——农业税，藻溪东西溪以及挺南

的农户交的是蕃薯丝干，粮管所就在解放

仓现场征收后储藏。仓储蕃薯丝，要保温

防潮，尤其是仓门口，当年只能采用铜火笼

来防保。大约 1952 年或 1953 年冬的一天

晚上，解放仓失火而焚毁。后来，政府重盖

两座新的仓库，也还叫“解放仓”。

“春和内”前院正厝曾是藻溪区、藻溪人

民公社、藻溪镇政府办公所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落实政策物归原主，章家后人售给

当局重建。

2009 年 10 月，藻溪小流域治理，溪门拓

宽，泗州桥拆建，“春和内”大宅也在拓展范

围内，需要拆迁。现在，已经失迹。

“春和内”主人章才墀手植在前庭院的

“罗汉松”，其后裔捐献给百年母校——藻

溪小学，现在定居藻溪镇兴康居“藻溪小

学”内，该松高 10 米，国家三级保护，编号：

浙CD0147，树龄约140岁。

藻溪“春和内”

林邦川

金乡卫城南门陈家大院，场地宽敞、建

筑宏伟，花岗岩石板铺就的道坦气势不凡，

是远近闻名的“大陈家”。

“大陈家”的陈承章、陈承松和陈承发

三兄弟，老大陈承章出生在清同治八年

（1869），是锡匠高手，传艺于子陈毓钿。

老二陈承松是五金铜器行家，传艺于孙陈

萃铨兄弟。老三陈承发擅长金、银器手

艺，传艺于子陈毓斌兄弟。金、银、铜、铁、锡

南门“大陈家”房族堪称五金工匠世家。

陈毓钿是大房陈承章的独子，出生清

光绪 30 年（1904），从小白白胖胖的又是独

子，很受父母宠爱，家人爱称他“阿牯”，长

大了传承父业，又有打锡的好手艺，人们尊

称他为“阿钿牯”。

锡器柔和、平滑，精巧玲珑，典雅庄重，

白如银明如镜，质地坚固不易扁碎。长期装

酒酒味不夺，素有盛水水清甜，盛酒酒香醇，

储茶味不变的特点。长久使用和存放如用

布擦之，仍然复原如新，很受人们喜爱。

当年金乡卫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比较

宽裕，各家各户尤其是小孩出生后的满月、

四个月、对周（一周岁）的时候，其舅舅家都

要定制银牌、银链、手镯等制品送给小孩，

护佑小孩驱邪避灾、长命富贵。手链上还

吊满了银制的奶嘴、花生、吉牌等饰品。女

儿出嫁的陪嫁品，如茶盘、茶壶则是锡器

品，大户人家的酒壶，烛台，茶具及喜庆、祭

祀用的各种各样用品都是锡器，五花八门

品种繁多。陈毓钿在父亲的精心教导和严

厉培养下，首先掌握好锡块的溶化，将溶成

液体的锡水灌进模具制成锡片，经过裁剪、

焊接、敲锤成立体状，这其中敲锤的力度要

均匀、手门要精巧，不然敲不出好看的半成

品，然后再经过锉磨、抛光将表面磨刮处

理，工具繁多、工序复杂，从粗糙到精细各

有千秋。“名师出高徒”阿钿牯自已亦很有

心计，善于钻研。他认为锡器的精美在乎

形，也在乎图案，要想赋予锡器更多的文化

内涵和灵动之美，各个环节都要心、手配

合，既要传承更要创新发展取长补短。久

而久之陈毓钿的打锡手艺及产品名闻乡

里、远布域外。

特别受人称颂和流传于后世的，是他

的拿手好戏：锡器“龙枪”和“酒蒸”。过去

卫城消防用的“水龙”，其主要部件是“龙

枪”。龙枪在强大的压力下既要旋转灵活，

向四周喷水，又要具有射程远、水力猛、不

容易漏气堵塞的优点，还要有像戏曲中的

龙头一样，有角有须美观耐看，这种锡雕的

龙枪当年只有“阿钿牯”才能打造出来。。

民国前后金乡卫城内消防有东、南、

西、北、中多条水龙。这些“龙”经常要抬出

来训练比赛，南门这条龙有“阿毓牯”坐镇

护龙指导龙枪手，每次比赛都夺

得优胜头名，南门人也以此为

荣。据说有一位别个地方的龙

枪手不服气，要到南门龙来实地

捺一下龙枪，结果上来只捺一下

龙枪头，在強烈的水压下，一不

小心大姆指连指甲都被水压冲

裂了，痛得他大叫“皇天”！他逢

人就说南门阿毓牯的龙枪真厉

害！因此温州、瑞安、平阳 一带的民间消防

队都要到陈家大院向“阿钿牯”定制龙枪。

另外，酿造厂从黄酒糟中提炼出来的

“老酒汗”，是白酒中的精品，当年金乡同春

厂的“老酒汗，名闻遐迩。 而酿酒中的主

要锡器“酒蒸”（蒸馏塔），其质量优劣关系

到出酒量、酒精浓度和安全使用。这一特

别产品是陈姓世家“阿钿牯”的绝活，他掌

握烧酿过程中的原理打出的“酒蒸”，堪称

“温州第一人”，后来他儿子陈萃扬成为瑞

安酿造厂特聘的专职锡匠老师，他继承老

父亲的真传，制“酒蒸”功夫 ，直到退休也无

人能顶得上。许多民间酒坊都千方百计找

“阿毓牯”为他们制酒蒸 ，足见其锡器功夫

了得。

陈氏世家的工匠在金乡卫很有名气，

生意也逐渐做大做强，民国其间其“承”字

辈、“毓”字辈和“萃”字辈工匠，还在平阳、

上海开设银楼，当时上海十六铺就有“陈天

宝”号招牌，很受顾客青睐。

阿钿牯在世时传艺于子，到他的孙辈

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项手艺逐渐在社会

上淡化，但次孙陈加校还迷恋锡匠手艺，他

利用上辈流传下来的打锡工具，在祖父、父

亲的传教下重操祖业，虽然社会锡器需求

量少了，但老祖父对他的要求仍然严厉苛

刻，他讲手艺工就要业精于勤，功夫到家。

有次陈加校经过精心雕制，打造出来的一

个“龙枪”，他自己认为很满意拿得出手，趁

老祖父三两酒下肚后，捧上“龙枪”给他看，

他想老人家肯定会夸奖，谁知老人家不看

尤可，一看马上放下脸来，将“龙枪”狠狠地

摔下地来，还用脚使劲一踩，将孙子陈加校

用心良苦地雕了好几天的宝贝踩扁了，还

狠狠批评！孙子在他的严厉教悔下，勤学

苦练手艺日见成长，虽然祖父、父亲相继辞

世了，但他还是精工细作，目前还有些需求

者慕名上门，请他打制锡器。

金乡卫城锡器名匠后继有人。

金乡卫城锡器名匠陈毓钿

无情的时光，有意无意地把历史湮灭，使之淡出视野；可爱的传说，有意无意地把被湮灭的历史，执着地俯拾，似乎要恢复其原
来的面目，告诉人们什么。藻溪留住的历史文字记载不多，但不多的记载，和可爱的传说，却留下弥足轻重的历史真实。藻溪建光
村和兴康居民区辖内，共有“十三内”的传说故事流传至今，仍是人们饭后茶余所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

谢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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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甘凌峰 通讯员 陈薇拉

作为“世界矾都”，矾山镇是个奇特的

存在。

曾经，占全球 60%储量的明矾矿石给

了它辉煌，附近姑娘出嫁首选矾山。随着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明矾业逐渐走向下坡，

矾山陷入了“不农不工不商”的境地。矿工

出走，矿工村没落。

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在夺走的同时也

在给予：出走的2万多名矾山人在世界各地

创办了企业，成为矾山复兴最宝贵的财富；

而留下的，是一代代矿工拼搏的印记，是夺

不走的文化积淀。

坐落在千年历史之上，矾山镇的美独

一无二。在矾山，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福

德湾矿工村，有四通八达的矿硐，有汇聚天

下奇石的矿石馆、奇石馆，还有令吃货欲罢

不能的矾山肉燕、埔坪卤鹅……

看准了自己的优势所在，矾山镇提出

了“文化立镇、旅游兴镇”的新发展战略。

11 月 13 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矾山矾矿

遗址”揭碑，标志着矾山朝着新的发展方向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苍南县矾山镇镇长郑都描绘了一个愿

景，未来的矾山，将是一个集“乡村乡韵乡

愁、文化文娱文创、美景美食美梦”于一体

的国家工业遗产旅游基地，将是周边旅游

的点睛之笔。

记者：“世界矾都”享誉内外，特别近几

年启动申遗工作后，矾山的工业遗产保护

和旅游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请介绍一

下矾山镇近年来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具体

做了哪些工作？换句话说，矾山镇如何让

“世界矾都”焕发新的生机？

郑都：矾山镇有着 650 多年的明矾采

炼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镇内的温

州矾矿曾经是温州的支柱工业企业，但从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体制、工艺、市场

等原因逐步衰落，矾山也因此一度陷入了

“不工、不农、不商”的发展困境。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启动了矾矿遗址申报“世界

工业文化遗产”工作，确定了“文化立镇、

旅游兴镇”的发展定位，努力走出一条转

型发展的新路子，推动矾山发展逐步实现

了三个转变：

第一是从抢救文化遗产到形成文化品

牌。我们实施了福德湾历史文化名村保护

修缮工程，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2016 年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

奖。我们先后申报了省、市、县级重点文保

单位21处，温州矾矿遗址入选了首批“国家

工业遗产”，矾山也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矿

山公园”创建名录。

第二是从传统矿业生产到打造全域

旅游。我们围绕“工业风、矿山情”的主

题，开展了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先后

实施了温州矾矿博物馆、矾都奇石矿石

馆、矾文化体验中心、朱程故居保护修缮、

矾都肉燕产业园等工程，引进了茶通天下

体验中心、五号车间旅游接待中心、城镇

灯光夜景等项目，去年全镇游客突破了 95
万人次。

第三是从整治城镇环境到打造美丽

矾都。我们结合省级“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试点”和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带”创建工

作，不断扮靓城镇环境，开展了道路“白改

黑”、线路“上改下”、地下管网综合改造、

房屋外立面改造等一系列工作，打造了矿

工文化街区、南堡和埔坪美丽乡村等项

目，为矾山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保障。

记者：我们知道“世界矾都休闲观光示

范带”是去年苍南重磅打造的乡村振兴示

范带之一，那么这条示范带上都有哪些亮

点和特色？而乡贤在这其中又发挥了怎样

的作用？

郑都：矾山的乡镇振兴示范带全长 17
公里，沿线分布有埔坪和南堡美丽乡村、

福德湾历史文化名村、矾都博物馆群、矾

山公共服务中心、肉燕产业小微园、生态

老土茶基地等 7 个重点项目。比如像矾都

博物馆群，里面就包含了温州矾矿博物

馆、矾都奇石矿石馆、矾文化体验中心等

项目，去年入选了“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还有像生态老土茶项目，是

通过招商引资，将原来濒临倒闭的一个国

营茶厂改造成一个种茶、制茶、品茶、研茶

的休闲旅游项目，入选了“全国最美三十

座茶园”。

在整个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创建过程

中，矾山的乡贤发挥了重要助力。在家

的乡贤，我们主要是发动他们成立了文

明志愿服务队，帮助开展文明宣传、协调

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纠纷。在外的乡

贤，我们先后多次召开矾都复兴乡贤座

谈会，动员他们帮助家乡建设。仅 2018
年一年，矾山乡贤捐资和回乡项目投资

总额就超过了 3300 万元。比如，埔坪的

李若忠先生，近年来累计回乡捐资超过

2800 万元用于建设滨水公园、村办公楼

等项目，被我镇聘任为埔坪社区的“荣誉

书记”。除了资金的回归，一大批在外乡

贤也积极为家乡转型鼓与呼。比如从矾

山走出的著名军旅作家黄传会将军，回

乡设立了“黄传会读书基金”，鼓励矾山

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好读书、读好书；原县

政协主席张传君作词、在外青年设计师

魏斌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矾客情》在

网络上走红，有力提升了矾山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等等，大家都用着不同的方式

为家乡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记者：矾山镇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以来，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听说去年还创成

了国家级卫生城镇，请问矾山镇是如何带

动、发动、联动开展这项工作的？

郑都：2017年我镇被列为全省“小城镇

综合整治”试点乡镇，共涉及24个综合性的

整治项目，总投资近1.2亿元。为了开展好

这项工作，我们采取干部攻坚、群众联动、

媒体助力的方式，掀起了大投资、大建设、

大整治的热潮。

第一个是干部入户攻坚。特别是针对

高岚北路贯通、街区房屋外立面改造等重

点工程项目，成立了12个工作组，进驻工作

现场一线，建立“每日一报”机制，每天公示

进度排名，实行动态化过程管理。

第二个是乡贤发挥助力。动员全镇32
个乡贤参事会和685名乡贤代表，由他们出

面帮助协调政府部门、施工单位和群众之

间的关系，有力助推了各项重点工程建设

进度。

第三个是媒体报道助推。邀请浙江卫

视等新闻媒体对矾山的城镇环境整治工作

进行跟踪报道和正面宣传，同时利用“矾山

发布”等平台，刊登工作进展情况、对不文

明现象进行曝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和广泛支持。镇内的各个村居还自发

组成环境整治攻坚小组，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环境卫生大清理。

通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我们全

面完成了治水治污、治违治脏、治堵治乱

等各项任务，顺利通过了省里验收，并在

此基础上于今年上半年创成了“国家级

卫生镇”。

记者：世界矾都的复兴过程可以说是

矾山镇的蜕变过程，那么矾山镇在下一步

规划中将有怎样的计划，怎样的项目来推

动矾都的复兴？相关项目的进展如何？

郑都：下一步，矾山镇将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继续围绕“文化立镇、旅游兴

镇”的发展定位，推动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和乡村振兴提质扩面行动，重点谋划

国家矿山公园、深洋矿硐、矾藻公路、茶通

天下二期、福德湾三期修缮、水尾矿工村等

一批项目，全力建设灯光夜景、滨水栈道、

文化广场、矾矿五号车间旅游接待中心等

工程，着力打造集“乡村乡韵乡愁、文化文

娱文创、美景美食美梦”于一体的国家工业

遗产旅游基地。

目前，这些项目都在有序推进当中。

比如：国家矿山公园已完成前期的项目设

计、设施配套、环境整治等工作，正在规划

建设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深洋矿硐正在

开展安全设计，同步推进周边环境整治；

矾都文化广场、水尾矿工村和茶通天下二

期项目都已经完成规划设计，矾藻公路将

于月底开工；灯光夜景已完成一期工程；

五号车间旅游接待中心正在开展内部装

修；滨水栈道、福德湾三期修缮等项目已

基本完工。

跻身“国保”单位
矾山用历史讲述千年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