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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故里诸暨 灵山秀水马剑
传承千年美丽

·专版

灵山剑水，人文马剑。

马剑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最西端。龙门山脉坐落其间，

几座千余米山峰，峰峰相望，座座相连；富春江支流清澈见底，

蜿蜒而过。 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乡镇，四面环山，小溪流淌。 生
态环境绝佳。

如何利用好这一方山水，给老百姓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发
展乡村生态休闲旅游，正是马剑镇的重要发展战略。目前马剑
已编制了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突出生态田园特色内涵，马剑
规划从古韵、休闲、生态三方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山水、田园生
态为基底，建设以养生度假为主导，兼具运动康体、乡村休闲、

森林游憩、诗意憩居等功能的休闲小镇；改造古街、历史遗存等
历史人文景观，控制城镇建设规模，合理控制开发强度，体现
“小而美，小而精”的小镇形象。

四季有花看，处处有景观。在都市生活久了，就特别向往马
剑这样的田园生活。 周遭被这一抹绿色熏染如梦，恬淡至极。

“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打造融杭发展诸暨西部桥头堡，依托马剑‘三美’（美食、美景、

美业），以环境卫生干净整洁、道路交通畅通有序，沿街沿河景
观整治提升、老街风貌复古改造等为建设重点。以文化底蕴挖
掘整合、特色小年氛围营造、传统民俗传承保护、群众素质整体
提升为推进核心，激活美丽经济发展大提升。”马剑镇相关负责
人说。

■ 赵征南

精美古建
多得一不留神就会错过

宗祠、广场、礼堂……在马剑，带
有历史底蕴的文化符号随处可见，形
式不一而足。与其他地方热衷建设“小
镇会客厅”不同，马剑坚持保留原汁原
味，因地制宜，将这些文化符号建设成
为对外展示风采的“金名片”。

这里群山围绕，树木层叠，农田
片片，白墙黑瓦的老屋在山脚下排排
列队， 鸡犬相闻。 走在靠山脚边一
侧 ，小径曲曲折折 ，四通八达，新雨
后，房檐的水滴滴滴答答地落在院子
里，鹅卵石上布满了青苔，踩上去还
有些滑腻。

树德堂， 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于乾隆年间，占地面积 2026?方米，

由照壁、门台、中厅、后厅、左右侧厢、左
右抱厢、后厅附属房组成。门台为墙，居
中辟青石石库门， 墙顶设砖雕及小青
瓦，前檐柱施牛腿，牛腿上承挑檐檁以
增出檐，牛腿刻饰龙形图案；敬义堂，浙

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乾隆三十六年竣
工。 由门台、中厅、后厅及左右侧厢组
成，内门额书“可大可久”古篆，牛腿刻
饰狮形图案；永穆堂，始建于宋淳祐年
间。后毁于火，清代重建，牛腿上承挑檐
檁以增出檐， 牛腿刻饰龙形花草图案
……还有惇远堂、骏德堂、增德堂等，密
集得一不留意就会错过。

老屋，是马剑人心中最宝贵的财富
之一， 点缀在 118?方公里的山水之
间， 成为马剑旅游版图上晶莹的翠石。

“这是我们马剑的回忆， 也是我们的宝
贝。小时候就在这长大，是我们的家。 ”

马剑镇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早在政
府决定出资修复保护这些古民居前，马
剑人就自发众筹过两三次修缮款，都在
万元以上， 请专人来加固墙体屋梁、翻
新瓦片等。 现在，依旧有不少老人在这
里聚会闲聊。

魅力美食
助推发扬“小年文化”特色

地处浦江、富阳、桐庐三地交界

的马剑镇， 传承着一个独特风俗习
惯———过小年。 据传每年辛勤劳作
后，粮食丰收在即，马剑人利用这一
时间与亲朋相聚， 久而久之就有了
“过小年” 一说。 为了能让亲朋间都
有走动的机会，邻近各村特意把过小
年的日期错开———几乎月月都有
“年”。

利用山清水秀的地理条件加上
“万人过小年” 的人文情怀， 马剑镇
大力发展“小年文化”特色旅游。

往往到了“小年”那一天，谁家的
客人比别家多，来年这家就会行大运。

所以，每户人家都是门庭若市。除了吃
饱喝足，村里也会办起热闹的“会场”，

吃的用的应有尽有， 客人们回去的时
候还可以顺道买点礼物给家人朋友。

马剑馒头、石斑鱼、豆腐包、土猪肉、灰
汤粽、长寿面、豆腐皮等一大批纯手工
食物， 引得众人纷纷垂涎， 颇有一番
“舌尖上的马剑”气势，约定俗成的“小
年套餐”，俗称“八大碗”。

这里的一根长寿面，最长的可以
在村子小广场绕上一圈，成为一道独
特的美食风景；豆腐包从挑选原料开
始，要经浸、磨、滤、煮、养、裹、榨等 10

多道工序， 要害在于豆腐嫩而韧，豆
腐包才能变“坚强”；还有马剑馒头加
土猪肉，馒头之松软，放在嘴里的麦
香味道是笔者至今记忆最深刻的面
点之一。 而端上来的土猪肉，从颜色
上就让人垂涎欲滴。 夹起被切得四四
方方的肉块，咬一口猪肉皮，不仅脆，

还有点弹性。 而肥肉部分，放在嘴里
甜而不腻。 松软的馒头中间夹上土猪
肉，猪肉里的油分浸润馒头发酵过的
缝隙，放在嘴里是两种不同食物相融
的精华。

全域景区
文化旅游迎来新突破

依托绿水青山和美景美食 ，近
年来马剑镇坚持 “旅游 + ”的理念 ，

致力打造乡村精品旅游目的地 ，如
今已形成了秦皇道马场 “骑马游古
道 ”、 开元芳草地乡村酒店等一批
乡村旅游网红景点 。 为此 ，马剑镇
大力创建文旅特色型 ，借力美丽城
镇，进一步有效激活文化、农业、康

养等旅游功能 ，整体提升旅游接待
能力。

今年，马剑镇计划开发“智慧游
览?台”，为游客提供集餐饮、住宿、

景点、交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
服务。 同时，推进开元芳草地乡村酒
店二期工程建设，以龙头企业带动周
边景点旅游发展。 配套建设游客集散
中心、停车场，进一步提升游步道、绿
道等沿线景观。

“一是通过宗祠文化串起古建
筑群，打通镇域内秦皇古道整体线
路 ，系统整合区域内游步道 ，加快
电子导览图建设 ，打造漫游马剑的
步行之路 ； 二是以石门红色之旅 、

马剑古镇之旅 、 ?阳美食之旅 、状
元研学之旅、建辉民俗之旅和龙门
自然之旅等为基点 ，打造串点成线
旅游地图；三是依托金萧支队国防
教育示范点 、戴氏宗祠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壶源江生态河道 、三界尖
省级森林公园等红色 、文化 、自然
资源 ， 打造 ‘党建+旅游 ’ 精品线
路。 ”马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马剑将努力实现“全域景区 ”“全域
美丽”的新突破。

江南古镇马剑，早有耳闻，它位于
西施故里诸暨市的最西端， 与著名的
五泄风景区近在咫尺。 周边群山峻岭，

茂林修竹，河道密布，风光奇丽。 或许
是远离城区的缘故， 这里依旧保持得
天独厚的原生态环境， 依旧保留原汁
原味的明清古建筑、古民居群。 热情的
马剑乡友戴虎旦兄一遍遍向我介绍马
剑的辉煌历史文化， 一次次邀请我前
往马剑实地考察采访，盛情难却，但总
抽不出时间。

在沪上工作的诸暨籍乡友也不时
向我推荐马剑古镇，说它是长三角代表
性江南古村落， 是国家级生态乡镇，这
让我起心动念， 决计适时前往看个究
竟。 庚子仲夏，我有幸应邀回诸暨次坞
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
一俞秀松学术研讨会，这使我有机会走
进马剑古镇， 应邀为戴氏宗祠题写匾
额，匾额长 280?米，宽 98?米，如今
已高高悬挂在古祠正门上方，为戴氏家
族祈福，颇感荣幸。

马剑古镇名之由来， 我猜测与当
地那座海拔 733 米马剑大山有关，山
虽不高， 但在浙中地区广阔的?原丘
陵地带，可谓巍峨耸立，鹤立鸡群。 戴
氏后人则说，先人来此地后，每日在晨
曦里习武，纵马试剑，故谓之曰“马剑
镇”。 是先有山名，还是先有镇名，无从

稽考。 云雾缭绕的马剑大山，空气尤
其清新，郁郁葱葱，景色迷人，成为游
人爬山登高健身的好去处。马剑古镇

静静地偎依在大山怀抱之中， 尽情享受
着阳光雨露的滋润。 这里的山地土层深
厚，土壤肥沃，加上雨水充沛，出产了名
种珍贵的食物，如云雾茶、冬春笋、稻谷
麦子等。优质的竹林，则为传统编织业提
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聪明能干的马剑人
用以编织出竹篮、竹马、竹凳等实用器，

还制作了各种精湛的竹器工艺品， 勤劳
的马剑人过着富庶?静幸福的日子。

我是沪上第二代移民， 少时常回故
乡诸暨省亲， 偶尔也听老人说起马剑戴
氏御医的故事。 今日诸暨城市广场竖立
着当地杰出先贤的浮雕像，其中戴良、戴
思恭二位来自马剑， 这让马剑人颇为自
豪。穿梭于寂静古朴的马剑古民居之中，

漫步于被岁月雨水洗刷亮铮铮的石板道
上，跃入眼帘的是宗祠、厅堂、庙宇、桥
梁、凉亭、碑石……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
辉的古建筑， 让我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
觉，心中?添了对先贤的敬意。马剑古建
筑群独具特色， 皆以江南粉墙黛瓦的传
统模式，高墙围护，构成独立组合空间，

既有良好的防卫功能， 又方便先民的生
活起居，符合天人合一的人文理念，充分
展现了马剑先民的智慧和情怀。

马剑戴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据说马
剑戴氏祖先自陕西杜陵迁徙至此，在元明
清三个朝代曾诞生了许多杰出人物，产生
不少传奇故事，有叔侄同科，有三朝御医，

有文官良将，有才子商贾等。 戴氏宗祠是
值得造访的文化殿堂，它见证了马剑戴氏
先贤的功业。此祠曾是浙东人民解放军金
萧支队的驻地（祠内有专题介绍），是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

文友毛桂舟等主编的 《灵山剑水古
马剑》 首页就介绍了戴氏宗祠：“戴氏宗
祠坐东北朝西南，面宽 37．7米，进深 51?6

米， 占地面积 1945?3?方米……建于清
代。 ”我去戴氏宗祠时，看到工匠师傅正

在忙碌地进行维修。 尽管如此，依然可
见祠堂内雕梁画栋， 各种图案造型精
美，错落有致；名人匾额，启人智慧，发
人深醒。

戴氏一门，文韬武略，代不乏人。

元末明初博通经史的戴良， 元顺帝授
其为淮南江北儒学提举，著有《九灵山
房集》三十卷。 元末明初著名医学家戴
思恭（1324～1405），是“三朝御医”———

历任洪武帝、建文帝、永乐帝三朝皇帝
的御医，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诸暨人
特别看重“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文化
精神，悬壶济世，是当地读书人的人生
追求。 戴思恭自幼承父业，后向名医朱
丹溪学习医术， 奔波于义乌赤岸与马
剑之间二十余载， 勤奋努力， 可见一
斑。 作为朱丹溪的嫡传弟子，他对丹溪
学说撰著校补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戴思恭医术之高明，在民间颇有口碑，

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 洪武年间，朱
元璋久病不愈，听闻戴思恭大名，遂传
召戴思恭进宫诊治。 戴思恭也不负圣
望，药到病除。 朱元璋下旨将戴思恭召
为太医院御医。 后明太祖病逝，建文皇
帝即位，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
思恭为太医院使。 永乐皇帝也非常信
任他，思恭卒，永乐皇帝亲自撰祭文，

派员奠祭于墓。 戴思恭对病家有求必
应，不图回报，将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
完美结合，“欲救人而学医则可， 欲谋
利学医则不可”，这是金玉良言，给现
代医者以启迪。 乡友鲁云信《马剑戴氏
祠堂》诗云：“问君净土在何方，四面云
山桃李芳。 风气清嘉文脉久，远途来谒
老祠堂。 ”此诗道出了数百年来过往游
人的心声。

相传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带着丞
相李斯和少子胡亥最后一次东巡 ，

“经吴地，到大越”“正月甲戌”至马剑

古镇，沿途留下诸多文化遗迹和古老
传说。 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有记载。 为纪念秦始皇曾在金沙岭休
息过，马剑人在凉亭旁建起庙，名曰
“天庙”，塑秦始皇像，颂秦统一天下
之功德。 南宋诗人林子方有感作《金
沙岭》 诗一首：“尊危谁敢易登临，日
照磊彻万点金。 堪笑往来皆自到，如
梭参过织锦行。 ”漫漫的秦皇古道，俯
仰之间都是他的故事，游人到此难免
会发怀古之幽情，兴亡成败，让历史
告诉未来。

马剑饮食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

秋后马剑社区的房前屋后，村民们晒
出了长长的马剑索面， 也叫长寿面，

现已成为远销各地的名牌产品。马剑
的馒头更有名气， 以面粉为主要材
料，以酒酿发酵，不加任何食品添加
剂。 蒸出的馒头色泽光亮，掰开后将
梅干菜焖肉夹在中间， 大口咬着吃，

汤卤渗出，这舌尖上的美味，让人欲
罢不能。 在马剑老乡家里，我尝到了
松松的、软软的、香香的马剑馒头，故
印象特别深刻。 记得那天，我还冒昧
提出要将剩余的马剑馒头带回上海，

与家人共享诸暨美食。

江南古镇诸暨马剑， 拥有二千多
年前的秦王古道； 拥有广袤的山水田
园风光；拥有丰厚的人文历史风貌；拥
有丰富多彩的诱人美食———马剑人是
可以自豪的！

2021年 3月 2日沪上汉风东韵堂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初识马剑
■ 钱汉东

戴良 （1317—1383）， ?叔
能，自号九灵山人，诸暨市马剑镇
马剑村人。初为月泉书院山长，曾
任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
举。 后至吴中，依张士诚，又复泛
海至登莱，拟归元军。 元亡，隐居
四明山。朱元璋定金华时，邀其讲
论经史和治国之道，任为学正，后
弃官，避地吴中。闻张士诚用至正
年号，开藩于吴，前往依之。 后见
士诚不能成事， 又携家泛海至胶
州， 拟投元将扩廓， 因道阻不得
达，侨居昌乐。 元亡后，不忘故君
旧国，誓不改节。 洪武六年(1373)

南还，改姓埋名隐于四明山，和故
元耆儒遗老宴集赋诗。 诗文多为
悲凉感慨、怀念故元之作，寓磊落
抑塞之音。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召
至京师，欲与之官，托病固辞，致
因忤逆太祖意入狱。待罪之日，作
书告别亲旧，仍以忠孝大节为语。

次年， 卒于狱中。 或说系自裁而
逝。

戴良曾学医于朱震亨， 博通
经史，旁及诸子百家，诗文并负盛
名， 其诗尤胜，《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称“其诗神姿疏秀，亦高出一
时”。 著有 《春秋经传考》《和陶
诗》《九灵山房集》等。

戴思恭 (1324—1405)， ?原
礼，号肃斋，诸暨市马剑镇马剑村
人。 明代医学家。 父士尧为名医，

自幼受家学熏陶， 有济世活人之
心，立志学医继承父业。时朱震亨
医学负盛名，思恭拜其为师，潜心
研究古代医学理论，学习医术。朱
爱其才敏，尽以医术传之，遂以医
名世。

洪武十九年(1386)，太祖朱元
璋病，诏思恭诊治，药到病除。 不
久被征召为太医院御医， 凡所诊
治，则多灵验，深得太祖宠信，委
以太医院主持，以老病辞去，改授
阶迪功郎，任正八品御医。三十一
年，太祖病重，因太医诊治无效，

即把医官尽行治罪， 独将思恭叫
到床边抚慰：“你是仁义之人，没
你的事，不要怕。 ”太祖病死，惠
帝即位，独提升为太医院使。燕王
朱棣患瘕症，数经名医诊治，历久
不痊。 召思恭诊治，一剂而愈。 成
祖登位后，特授为太医院使。永乐
元年 (1403)， 以年老不能任事为
由，四次请辞得准。 三年，朝廷遣
使征召进京， 此时已 82 岁高龄，

皇帝特免其跪拜。至冬辞归，返家
十余天即病卒。 成祖亲撰祭文派
人祭奠。其医学理论多能阐明《内
经》之旨，开诸家无穷之悟。 明朱
国祯称为“国朝之圣医”，后人誉
其为“明代医学之冠”。 著有《证
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类证用
药》等书。

（戴尔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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