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民晚报》上获悉，温籍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于

5 月 15 日早晨去世，深感悲痛！

先生虽去，但他那音容笑貌仍在我脑海里浮现。最

让我难以忘却的，是 2018 年 8 月 4 日他做客温州报业集

团，作题为《每个孩子都能写作》的讲座，与我面晤题签。

说实话，在温籍知名作家中，我对叶永烈先生是情

有独钟的。他称我的老师杨奔是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的启蒙恩师，所以他给我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小灵通漫

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

泽东》《东方华尔街》《邂逅美丽》《三人伞》⋯⋯在我“求

知斋”书房里收藏了他的很多大作，令我倍感珍惜。

我还十分关注叶永烈先生与杨奔老师之间往来的

信件内容（公开发表的），他们鱼雁往来其言辞都十分

谦虚，如 1981 年 3 月 10 日，叶永烈先生在给杨奔老师

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 11 岁时受到那位编辑（杨奔）

的帮助，如果没发表不像样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

子打一辈子交道。”杨奔老师在同年 3 月 13 日即给叶永

烈先生写回信，说：“叶永烈同志⋯⋯我当时也并非真

有慧眼发现你的才华。你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

自身的天赋和主观的努力，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

机，至于过高估计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也使我不安。”

叶永烈先生对杨奔老师的“启蒙”有真心的感恩。

2002 年 2 月 18 日是杨奔老师八十诞辰, 温州 120 多位

学生代表相聚在龙港农民城龙华大酒店举行庆贺大

会。叶永烈先生从上海向杨老师发来贺电。他在贺词

中写道：“杨奔老师：在我童稚之年，得到老师倾心培

养，使我走向文学之路。铭刻在心。欣逢老师八十大

寿，遥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学生叶永烈敬贺。”

当女同学项建萍（温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宣读完毕，全

场同学即报以热烈掌声，无不点赞叶永烈先生是尊师

的楷模！为保存这一贺词，我特地将此电文编入《杏壇

耆英》——杨奔老师八十诞辰纪念集中留念。

2003 年 12 月的一天，叶永烈先生做客温州图书馆

时，我沉痛告诉他：“杨奔先生走了！”他听闻噩耗，含泪

说：“我一定去杨奔先生家吊唁！”

因上述的尊师小故事，深深打动我的心，所以叶永

烈先生来温讲座让我感到特别高兴！

那日，为赶上讲座，我坐出租车赶往温州公园路《温

州日报》社。我见到叶永烈先生时，紧握着他的双手，并

自我介绍：“我是杨奔老师的学生，今天特从湖岭山区赶

来聆听你的讲座。”“天气这么热，你老人家从遥远的山

区赶来听我讲座，难得难得！”叶永烈先生说。

步入讲座厅后，叶永烈先生见后排还留着几个空

位，便拉着我一起在后排并肩坐下。坐定之后，我掏出

随身所带的叶永烈先生新著长篇小说《邂逅美丽》（《上

海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拱手请他签上大名。他翻开该

书扉页，在其下方工整地分别写下“郑育友先生雅正。

叶永烈 2018.8.4 温州”。我终于圆了多年想得到叶永烈

先生签名书的美梦。

我还乘此之良机，请叶永烈先生为我将出版的新作

《瑞安当代文学史稿》题写了书名。叶永烈先生还嘱其

夫人杨惠芬在他签名处加盖“叶永烈”三字印章。随后，

我将随身带的“伴手”（拙作）《瑞安现代文学史稿》赠给

他，请他指正，他微笑地接受了。

而今，叶永烈先生虽驾鹤西去，但他尚留等身著作

在人间，成为广大读者爱不忍释的佳作！

最近把手头仅有的集云山诗文略

读了一次，算是一次卧游与走马观花。

我体味到了集云山称一邑主山，自

有它的文化内涵与魅力。

总体上认知集云山，可以读《瑞安

地名志》的几行介绍，说集云山“横倚古

县城之北，俗称横山。据瑞安县志载：

集云山高447.6米，去城北里许，邑主山

也，其巅境趣平远，为一邑冠。相传三

国吴初，罗阳县治在山南麓北湖鲁岙。”

寥寥数十字信息量够大，集云山的地理

位置、地形、地貌、建置、地位、作用也都

说了。

《集云山志》更是一本地理专志，金

兆珍、金兆奎在清光绪丙申年（1896）

编，记述集云山的胜迹与诗文，俞海有

《集云山解读》一文，万锡春有《集云山》

一个系列，从之一到之六。凡此等等书

架上能找到的，我都翻读了一次。

“有集云山，瑞邑发源山也”（金兆

奎《愚溪书院记》），读来读去，以为此句

最能概括。邑之发源山也，源远流长。

——集云山是祥瑞之山。清嘉庆

《瑞安县志》：“三国吴分永宁置罗阳县，

此置县之始，属临海郡，建治北湖鲁

岙。”又：“北湖，在城北里许，源出集云

山，众流潴焉。”瑞安建县时的县治北湖

鲁岙就在集云山南麓，为县由此始，源

也。集云山又是“瑞安”得名的缘起，清

嘉庆《瑞安县志》：“唐天复二年，有白乌

栖于集云山，诏改安固为瑞安。”当年有

白乌栖于集云山上的集云阁，白乌是一

种吉祥鸟，人们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于

是把县名改为瑞安，瑞安地名由此始。

瑞安之所以叫“瑞安”与集云山有

关，与集云山上的一个瑞兆有关，一个

“瑞”字，一个“安”字，都是好的字，集云

山又添一层神秘与亲切。

传说是城市的文化符号，化不开的

情愫，如温州的白鹿衔花，乐清的箫台

奏乐，龙泉的欧冶子铸剑号曰龙渊，缙

云的黄帝炼丹曰仙都。

——集云山是护城之山。《集云山

志》：“集云山，去城北里许，邑主山也。”

集云山由西而东，绵延四公里，横亘城

之北，为北郭屏障，俗称横山。孙锵鸣

《集云山志序》中有“吾邑集云山者，一

城之主山也。虽无奇峰怪石、诡异惊骇

之观，而冈峦回互，林壑深秀，襟江带

湖，屏蔽北郭，嵬然特出于诸山之上”。

一山横空出世为县城阻寒流挡飓风，优

化一个城的小气候，庇护一方人的休养

生息。

山是林壑深秀，水是屈曲玲珑，一

脉清流汨汨不竭，清澈透底，“有马岙

潭，相传神龙居之”。（清嘉庆《瑞安县

志》）史载，引马岙潭水抗旱。集云山南

麓诸溪之水以“川”字形的河网南流，源

源不绝，为城乡引水储水排水，旧志称

“舟楫藉以往来，居人资以汲饮，民咸赖

之”。记得建愚溪水库堤坝，引集云山

水库之水与诸溪径流到自来水厂，为居

民饮水之源。

三都岭古道，为瑞城北向捷径，邮

传驿道翻越集云山，与永嘉县驿路衔

接。大千岭古道，从曹岙经后岗底至塘

下，人们走大千岭古道到后岗底护国寺

礼佛，有圣堂前、圣堂后两村。人踏马

踩留下一路痕迹，与民生息息相关，密

不可分。

——集云山是郊游之山。近城山

水是踏青好去处，邑人早就归称为集

云八景。第一山，摹米芾,“米书原寄

紫阳山，摩石何年勒此间”，米刻古石

为集云八景之一。探花楼，与拱瑞阁、

观潮阁、话桑楼合称瑞安四大名楼，

“赵家山麓夕阳殷，胜景陶峰快仰攀”，

陶峰夕照为集云八景之一。本寂寺，

始建于唐垂拱四年（688），有佛教协会

会长赵朴初题写的匾额，明末进士林

增志曾在本寂寺读书隐居，民国初部

分寺舍被李墨西租作罐头厂厂房，抗

战时瑞安沦陷一度成为郊区避难所，

瑞安育婴堂迁至寺中。“静听一声清俗

虑，归桡忘却路迢迢”，寂寺晚钟为集

云八景之一。朱溪即愚溪，“秋半朱溪

好泛船，月光如水水如天”，朱溪印月

为集云八景之一。

集云山是城市森林公园，有木本植

物55科96属140种，鸟兽类动物14目

22科27种，有着丰富的生物群落，有愚

溪大峡谷原始森林，有集云湖（集云水

库）与绿湖（愚溪水库）似两块碧玉镶嵌

在林海中。夏季气温比城内低，是一个

清凉世界。

集云山支脉万松山是市民“透空

气”的好去处，推而广之，集云山也是。

打造城市生态综合体，可散步，可登高

望远，可歇息一会品品茶，这就是一个

市民会客厅，一个城市后花园。

——集云山是书香之山。集云山

南麓，山水闲美，向是学子潜心苦读之

地。史载泳锦堂是愚溪公金灏的读书

堂，其曾孙金兆奎、金兆珍购就三椽建

愚溪书院，率弟子读书于此。集云山右

支赵家山下有座小山峰，名曰陶峰。陶

峰之下有屋三楹，清学子孙希旦、林露

书室。孙希旦以乾隆戊戌进士第三人

及第，名其居曰探花楼，如今楼在瑞安

中学校园内。换言之，瑞安中学就在这

个潜心苦读的僻静之地。一脉相承，源

源而来。

集云阁、本寂寺、宋之才宅、探花

楼、耕绿亭、萱竹堂、泳锦堂、愚溪书院，

《集云山志》均有记载，不少人文资源，

有的建筑仍在，有的遗存未必已消失

了。

——集云山是红色之山。集云山

冈峦回互，西去陶山，东去莘塍，北去驮

山肇平垟，在这块老革命根据地上，后

岗底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

刘英到后岗底建交通联络站，恢复党支

部，有许多红色故事由此发端。明代在

集云山西，屯兵抗倭，也是一个爱国故

事。

这里是原横山乡、横山人民公社

所在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政府、

信用社、学校、卫生所、供销社，也很怀

旧。横山供销社旧址叫永安亭，单檐

平屋，临溪而筑，已是一道风景。下林

厂，灯台厂，外厂，有多个叫厂的地方，

昔为茅棚厂。茅棚厂当然早就没有

了，连民国时期的老房子也少了，然而

旧村的自然古朴味道还在。山上的番

薯与高山蔬菜好吃，民宿也是年轻人

所好。

人们说，瑞安有集云山，有飞云江，

山与水“重云”，乃祥瑞之地。

在瑞平塘河之滨，静卧着一颗熠

熠生辉的文化明珠，那便是“天官故

里”——杜山头村。

杜山头村位于瑞平交界处，是我

市的南大门。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杜

天官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纪念的是

历史文化名人杜整，迄今约有 600 年

历史。

据《 瑞 安 市 志 》记 载 ，杜 整

（1442－1502），字思齐，号敬庵，万全

象屿（今飞云街道杜山头村）人，6 岁

能 诗 ，有《幼 童 集》。 成 化 十 四 年

（1478），登进士第，历任南京吏部稽

勋司主事、文选清吏司郎中、山东布

政司参议、参政、代理布政使⋯⋯成

化十五年（1479）春升福建布政使，当

年五月赴任杭州，因病卒。

杜整以廉著称。在杜整纪念馆

大门外,有一副对联——“政明如镜

督粮储仓廪充实,官清似水逝他乡殓

身无财”。这便是他一生清廉的真实

写照。其家贫不能治丧的事迹在宋

维远先生主编的《瑞安市志》中亦有

记载。

唐武后光宅元年（684）改吏部为

天官,杜整曾担任过吏部官员，故后

人尊称其“杜天官”，称其旧居为“天

官府”。沿塘河向南缓行，不远处就

是平阳万全章岙底村，那里至今保留

着杜整登科牌坊。在 1984 年区域调

整前，章岙底和杜山头同属一个村。

杜山头村是 3A 级旅游村庄。村

口有一条笔直的柏油路——杜东线

直插杜山，杜山头桥恰好处在十字路

口，崭新的村民中心矗立桥边。伫立

桥上远眺，投资 470 多万元打造的塘

河风情示范带和美丽田园综合体映

入眼帘，塘河风光一览无遗：波光桥

影，摇曳不定,星月灯火,交相辉映,

蓦然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

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

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不

禁心旌摇曳。

另据《瑞平灌区志》记载，瑞平塘

河发源于莲花山，流经平阳县城河，

出北门由南往北，直抵飞云底河头而

断流，全长 15.25 公里，是瑞安、平阳

两地共同的母亲河。

沿着塘河一路向北，抬眼望见一

棵百年榕树，旁边有一块写着“杜山

头牛市场遗址简解”的石碑，为当地

村民于 2015 年筹资所立。在这块空

地上，似乎还留有当年江南耕牛交易

市场的蛛丝马迹。据村民介绍，早在

1951年春季，村民杜友金等人利用榕

树下及周边 3000 多平方米场地，创

办耕牛交易市场，择定农历每月逢三

逢八进行交易，日交易量达 300 至

500头。当时温州地区耕牛饲养数量

多，耕牛交易市场空前繁荣，辐射到

福建宁德、江西上饶、安徽黄山芜湖、

苏州、上海、嘉兴、宁波、台州、丽水等

地，声名鹊起，成为浙南最大的牛市

场之一。后来牛市场先后被县农业

局农资公司、仙降生产资料科接管，

直到 1988 年，历经 30 余年的牛市场

才销声匿迹。

徒步走到旁边的彭桥自然村，只

见岸上绿树青瓦倒映在美丽的塘河

上，洁白的墙体上勾勒出一幅幅具有

水乡特色的水墨画卷。榕树下瑞安

鼓词声声入耳，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偶戏正在文化礼堂粉墨登场⋯⋯

在杜东线的尽头，烟雨空濛的杜

山若隐若现，山上绿树成荫，山顶的

杜山公园游人如织。半山腰依稀可

见一处凉亭，记得多年前该凉亭落成

时，村干部曾邀我写一副对联——

“ 跃 马 扬 鞭 快 两 步 ，富 民 强 村 高 一

筹”，期盼着“天官故里”——杜山头

村这颗文化明珠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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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之源 悼念著名作家
叶永烈

■郑育友

■林南斌

“天官故里”——杜山头

集云山顶集云山顶

叶永烈先生为《瑞安当代文学史稿》封2题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