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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城事

昨天上午10点不到，杭州城西三墩镇紫金港北路三墩农

贸市场的南边，一个小工地开始了最庄重的工程——上梁。

工地里修的房子是“集研堂”，砖木结构。上梁的过程全

部是老底子的风俗。知道这里要上梁，居民们很早就来了，在

梁下等着“抢馒头”。

摆祭品，唱《梁歌》，抢馒头
三墩集研堂重修，昨迎来最庄重的工程——复古的上梁仪式

本报讯 杭州江干区今年有48个小区要

实施雨水污水分流工程，涉及到 375 幢居民

楼。钱江晚报记者从江干区城管局了解到，江

干区2019年雨污分流项目目前已全面开工。

据江干区城管局介绍，目前很多老旧小

区屋外立管普遍存在私接、混接、错接的现

象，雨水管和污水管之间存在跑、滴、漏和地

下渗流等现象，对河道水造成污染。

去年，江干区就打响了为期 4 年（2018

年-2021 年）的治理污水攻坚战，强势推进生

活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江干区今年计划

投入约 9988 万元，实施闸弄口、四季青、笕

桥、丁兰 4 个街道 15 个社区 48 个生活小区

375 幢居民楼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新建、改造

污水管网1.712公里，计划9月底完成所有项

目的主体工程。

本报记者 孙晶晶 通讯员 张李圆 方宵鸳

江干区48个小区
今年要雨污分流

本 报 讯 身 着 老 军 装 ，胸 前 挂 满 勋

章⋯⋯昨天，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陆坚和91

岁的八路军老战士郝龙清来到浙江省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尽管已白

发苍苍、喉咙沙哑，他们这些年仍不遗余力地

为新四军革命历史的宣讲而忙碌奔波，将自

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

据悉，目前共有一千多名健在的新四军

老战士分散在浙江省各地。他们都是高龄老

人，最小的近 90 岁，最大的已年过百岁。近

年来，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争分夺秒对他们

进行了深入采访，完成了新四军老战士口述

史料抢救，出版了《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丛书

等各种史料和红色书籍近百部。

本报记者 张蓉 通讯员 李持文

最小的近90岁最大的年过百岁

我省一千多名
新四军老战士健在

本报讯 前晚，杭州举行中国大运河申遗

成功五周年晚会。同时庆祝第三届京杭大运

河国际诗歌大会和第三届杭州市大运河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周闭幕。

国际钢琴大师郎朗通过 VCR 的形式预

祝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五周年晚会举办成功，

由其参与拍摄的“中国大运河杭州段旅游形象

宣传片”也在晚会上首次发布。

本场晚会分为三个篇章：文化运河、诗意

运河、活力运河。中国大运河是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晚会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艺术家们带来特色舞蹈，演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盛景，用各国语

言为大运河送上真诚祝福。

本报记者 华炜 通讯员 梁心韵

大运河申遗成功五周年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王玲丽 文/摄

祭祀要用8个桶盘
一个盘子4条鱼有四种说法

一大清早7点左右，祭品就准备好了，摆

在桶盘里等着吉时到来。桶盘是红色的，要

比普通的脸盆大一圈。桶盘是由成年男人端

上供桌的，一共有8个，最主要的“三牲”是嘴

里咬着尾巴的猪头（象征着有头有尾）、鱼、

鸡。其他有粽子、馒头等。

这里有两个桶盘一定要特别讲讲：一个

是放鱼的桶盘，里面分别放了四条不同的鱼，

鲢鱼寓意连得牢，包头鱼寓意包得住，鲤鱼是

跳龙门的意思，混鱼（草鱼）寓意稳得住。

还有一个桶盘有三墩特色的“上梁”祭

品，是用特殊的粉捏出来的。要有两条龙、两

条鱼、两个插着松枝的花瓶，颜色都要一金一

银，象征着金银满屋、风调雨顺、长青。同样

捏着的还有元宝、年糕。

祭品摆放整齐后，倒酒、上香、祭梁。主

梁两头要挂上老人们早就准备好的“法宝”，

特别编制好的竹篮里装上万年青、红鸡蛋、糖

果，象征着万年长青、甜甜蜜蜜。蛋和代在三

墩土话里发音一样，所以红鸡蛋又代表着家

业代代传承、红红火火。梁的中间要用红布

绞起来，钉上铜钱，仔细数了数，铜钱有十二

枚。

随着一声“上梁啦”，人们用绳子把正梁

拉上屋顶，用红丝绵裹住两头，摆正。水泥匠

和木匠开始唱《梁歌》，歌词里有着“手托金盘

把梁上，脚踏祥云步步高，四季发财喜洋洋，

子孙都把状元考”。

唱好歌，最激动的时刻就到了。匠人要

把事先准备好的糖果、馒头、粽子抛向四周，

包括房子的外面。梁的正下面已经有人准备

好了接物的红锦缎，由四个人抓住四个角，俗

称“接宝”。梁上的匠人有一盘馒头、糕饼是

专门要扔进这个包里的。

梁是土木建筑的房子在立柱上面的横跨

构件，也是上架木构件中最重要的部分，过去

的俗语说：“房顶有梁，家中有粮，房顶无梁，

六畜不旺。”上梁有这样庄重的仪式也就不足

为奇了。

“公馆”“学校”
集研堂曾见证一个村庄的起伏

集研堂的地址是西行桥70号，也是杭州

市第六批历史保护建筑之一，当地老百姓称

为南阳坝会馆。在现场，当地人口中“会馆”

“学校”，说的其实都是这里。

现场，三墩文化站站长朱嫣红告诉钱江

晚报记者，集研堂建于清末，有前厅、两侧厢

房、后面大厅三部分，是三墩当时最兴旺的朱

泰和家族所建，也是当时三墩士绅、名流、业

主的重要活动场所。

“据说每年秋天，丰收以后，当时三墩地

区有身份的乡绅、商行的业主，还有家里有田

地的人都在集研堂聚会。根据当年农作物的

收获情况等等，来核算农作物的价格、土地的

租金等等。”朱站长说。

会馆也有人称之为西行会馆，因为边上

就是西行码头，是三墩当地最大的码头。

当年集研堂所在的三墩，油坊、印染、食

品加工等行业都很发达，而会馆见证了三墩

手工业的兴旺与衰落，解放后这里曾是南阳

坝村集体养蚕的地方，大厅做过当年的学校

礼堂。现在50岁不到的三墩本地人，很多是

在这个学校读的小学。

如今重新修的集研堂是翻看存档的文件

准备按原样修复的，有一些雕花的梁有老木

头存留，就用了老木头。在现场，还能看到有

些构件是一半新一半旧地拼接而成。

朱嫣红说：“而用老底子的风俗给这个会

馆举行上梁仪式，也是期望不仅能恢复老建

筑，老底子的文化也要传承下去。”

梁的中间包上红布，再钉上铜钱。

梁下面，四个

人 用 红 锦 锻

接 住 上 面 扔

下的馒头、糖

果 等 ，寓 意

“接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