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中生活·人文 2018.8.31 星期五
编辑：叶丹琴 广告热线：0579-89111111 咨询热线：0579-83219168编辑：叶丹琴 广告热线：0579-89111111 咨询热线：0579-83219168

QIANJIANG EVENING

5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朱浙萍

通讯员 王婷 杨昶昀

金华山闻名于世已有 2000 多年，是一

座融儒释道文化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山，不

仅有秀美奇绝的自然风光，更有深厚的人文

底蕴。它离尘世很远，却离自然很近，离传说

很近。飘过山岗的流云，吹过松涛的清风，淌

过溪涧的泉水⋯⋯金华山的一草一木都流淌

着浪漫的远古传说。浙江新闻客户端《金华

山故事》栏目，带你走进金华山的前世今生，

采撷金华山风景中最瑰丽浪漫的传奇之花。

南朝时的宋代，鹿田村有位姑娘，名叫

“玉女”，美丽、善良，朴实、勤劳。后人不知其

姓，即以朝代“宋”作姓称。宋玉女善针线，能

耕作。父母对这个独生女极宝贝，视作掌上

明珠。也许玉女福浅，十八岁那年便失去双

亲，家务农活一人独担。

一年春天，连日暴雨。玉女记挂着涧畔

的麦子，便荷锄冒雨至地中排水。刚到涧畔，

就听后山“轰隆”一声巨响，山洪暴发了。这

时，她听见“哗哗"的水声中还杂着动物“叽

叽”的惨叫。玉女循声望去，只见一只小山鹿

在洪水中挣扎。山鹿见有人，又“叽叽”叫了

起来，眼睛直盯着玉女，好像在说:“好心人，

救救我呀!救救我呀!”玉女看着可怜的小鹿，

未多想，便跳入浊浪，冒着生命危险将小鹿救

上岸来。

玉女将小鹿抱回家中。见小鹿的腿受了

伤，一边搭窝给小鹿养息，一边又去山中采药

为小鹿疗伤。在她的精心调理下，小鹿的伤

很快就痊愈了。这日，小鹿“叽叽”叫着，在玉

女跟前欢快地跳蹦着，好像对玉女说:“我的

伤全好了。玉女姑娘，谢谢!谢谢!”

该育秧了。可玉女润畔的那块田让洪水

冲垮了田埂，肥泥也冲走了大半，要种田，需

要运石砌勘，挑泥还田。于是，玉女拿来锄

头、畚箕，使劲干了起来。玉女挖石，聪明的

小鹿就用角帮着撬;玉女挑泥，小鹿又用双角

挑起筐子飞快地帮着运。玉女有了小鹿这好

帮手，很快就修复了冲垮的田。

要耕田了。玉女正想去借牛，小鹿却主

动跳到水田中，用角挑起牛轭，看着玉女着急

地叫着，似乎说:“我也能拉犁，快把牛轭套

上，别再借牛了。”玉女笑着为小鹿套上牛轭，

吩咐小鹿说:“拉不动就别硬撑，小心累坏身

体。"谁知小鹿“哧呼哧呼”拉起犁来有似牛

快，不到半日，就耕完了那块田。村上人见小

鹿会撬石，会挑土，能耕田，无不喜爱这只小

鹿。玉女更把小鹿视作宝贝。

秋去冬来。金华山连降大雪，齐膝的积

雪封住了山里人进城的道路。玉女和乡邻们

都缺油少盐了。这日，玉女备了油筒盐罐，决

定为乡亲们下山购物解难。正要出门，小鹿

绕膝而鸣，似乎说:“主人，小鹿我贯行山路雪

地，跑得又快，就让我去吧。”小鹿鸣毕，便用

角勾了玉女手中的筒罐。玉女知小鹿能干，

便把钱袋也挂到小鹿角间，吩咐道:“到了城

里，去衙前‘王顺记’油盐店，购了即回，途中

小心。”小鹿会意地点点头，就飞奔着下山

了。只半日，小鹿就购回了油盐。此后，一次

又一次，小鹿帮玉女和乡亲解除缺油少盐的

烦恼。

一天，小鹿又进城为主人及乡亲们购物，

可直至天黑也未返回。玉女和乡亲们心急火

燎，即到村前一山峰迎盼。可是，一连半月，

也未见到小鹿的身影。

原来小鹿那日下山后途径“官田岭”，被

村中一懒汉所逮。懒汉逼小鹿今后为他代

劳，小鹿忿而不从。懒汉继而用棍棒狠狠抽

打，小鹿奋起相抗，用尖角在懒汉臀间顶了个

窟窿。懒汉一怒之下便杀吃了小鹿。因而，

使玉女与乡亲们失去了这一亲密伙伴。

后来，玉女和乡亲们为纪念这善于助人

为乐并能耕田的小鹿，就把村子命名为“鹿

田”;又把玉女盼迎小鹿而不还的山峰，称作

“白望山”。玉女望鹿不归，伤心成疾，不久就

去世了。乡亲们为她建造了坟墓。玉女墓至

清代尚存。

【浙江新闻+】

清光绪《金华县志》卷十六载:“邑相传宋

玉女驯鹿而耕，鹿解入市贸易，官田岭民邀而

杀之。女登峰望，不归。因名其山曰白望。

鹿田之名起于此。⋯⋯又有玉女墓。所云宋

殆刘宋欤。”

金华山故事之
玉女与耕鹿的凄美传说

近日，拥有 20 余年历史的艾青铜像，从

义乌来到了金东。义乌商人楼巧仙，把自己

20 年前受赠于高瑛女士的艾青铜像，主动捐

赠给了位于畈田蒋村的艾青故居。艾青铜像

的到来，为艾青故居再添一份宝贵的礼物。

“艾青是属于大家的诗人。艾青铜像放

在我家中只有我们家人能够看到，但是放在

艾青故居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如果想念艾

青了，也可以去艾青故居看一看。”说起为什

么会想到将艾青铜像捐赠出来，楼巧仙这样

对记者说。

20 余年前，楼巧仙从高瑛女士手中接过

铜像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是如此

有纪念意义的一刻。楼巧仙记得，那是高瑛

女士来到金华参加活动结束后的某一个聚会

上，高瑛女士对她说，“楼妹，这个铜像送给

你。”没有过多的话语，也没有过多的寄托，高

瑛女士就这样将艾青铜像交到了楼巧仙的手

中，楼巧仙一接就是珍藏了20余年。

当年铜像捐赠时很遗憾没有留下照片，

但是在1999年，高瑛女士来到义乌楼巧仙家

中的时候，留下了一张高瑛女士与艾青铜像

的合照。楼巧仙的相册中还留存着许多与高

瑛女士的合照，有她们一起参加活动的照片，

有她和高瑛女士在北京家中的留影，有她们

一起在苏州游玩时的合影。

20 多年过去了，楼巧仙已经不大能记得

第一次见到高瑛女士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有

一个片段她一直深深记着。楼巧仙说：“当时

高姐主动对我说，让我叫她高姐，她叫我楼

妹，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双方共同认

识的朋友组织的聚会中，楼巧仙和高瑛女士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份友谊一结就是 20

余年。直到现在，楼巧仙还经常会与她的高

姐通话了解近况。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高瑛女士经常往返

于北京与金华之间。高瑛女士来到金华参加

与艾青有关的活动，楼巧仙也经常会陪同参

加，并邀请高瑛女士前往义乌家中做客。高

瑛也会邀请楼巧仙一家前往北京家中做客，

楼巧仙还记得，小儿子19岁高中毕业后还到

高奶奶家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近来，畈田蒋村一直在谋划不断扩充艾

青故居的规模与影响力。楼巧仙主动提出将

艾青铜像捐赠给艾青故居，她说，“我与高姐

商量了捐赠铜像的事，高姐听到了非常支持，

我们都觉得艾青是属于大家的。”畈田蒋村支

书蒋俊森得知消息后，更是万分激动，他表

示，“我们十分感谢楼女士的支持，她能够将

珍藏的艾青铜像捐赠出来也非常不容易。”

艾青铜像来到畈田蒋村后，将会暂时安

置在艾青故居的书房，后期艾青纪念馆建成

后，艾青铜像也将安置在纪念馆中。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金东报道组 徐冠莹

昔日好友暖心义举
艾青铜像“回归故里”

8 月 29 日一早，浦江县前吴乡寿溪村网

格员盛秉芳已经走访了7户人家，开学在即，

缴纳学费成了家长们眼中最重要的事情。在

村里，很多家长因为不会使用手机 APP 和网

上缴纳学费，大热天还要特地凑个时间跑到

银行排队缴费。

为了让村民们足不出户轻轻松松为子女

缴纳学费，前吴乡这些红色的“马甲”们这几

天拿着手机挨家挨户上门开展网上助缴活

动。“小孩子快开学了，我们干活也比较忙，没

有时间去银行缴学费，手机缴费也不会弄，代

办员上门来帮我们助缴学费，省下我们不少

时间和精力”。村民吴超英由衷地说道。

这些红色的“马甲”就是前吴乡每个村的

代办员，前吴乡每个村都有这么一支由党员干

部和网格员组成的代办员队伍。遇到事情找

代办员帮忙，这已经成为村民们的一种习惯。

特别是开展“双值党建”以来，该乡将党

员干部纳入村级代办员队伍以来，前吴乡的

代办员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满足了群众的

不同要求。在此基础上，前吴乡还致力于将

代办服务“做精、做细、做实”，真正把“最多跑

一次”落到实处。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杨佳佳

浦江这项“最多跑一次”服务走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