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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欧美国家的派对，常
常被云朵般的帽子所掩映。西方的
淑女名媛选择夸张的帽子来展示自
己的高贵身份，不管是美国罗斯福
总统的夫人，抑或是英国伊丽莎白
女王，都喜欢戴金丝草帽；无论是
法国野兽派代表画家马蒂斯，还是
立体主义画派创始人毕加索，都画
下了大量戴帽子的人像，其中不乏
戴金丝草帽的。

金丝草帽之所以尊贵，首先源
于它的材质。草材抽取自菲律宾野
生棕榈树叶中的筋，色泽淡金黄，
粗细均匀，软硬适中，清洁光滑，
富有弹性，韧而抗折，每根长约
1.2 米 ， 是 编 织 精 细 物 的 天 然 好
料。只是太细，编织时比其他材质
更费时费神，而细恰又是它的优点
之一。

能编织草帽的草材很多，如蒲
草、麻、麦秆、咸草、龙须草、稻
草芯等至少十几种，而在浙东一带
用席草 （即蔺草） 编帽最常见。如
果说这类的草帽多为体力劳动者所
佩戴，那么金丝草帽多为有闲的雅
士淑女所装饰。

金丝草帽之所以尊贵，更是由
于它的精良制作。工序大致如下：
拣草 （分拣）、检草 （检查）、编帽

（编成坯帽）、缴帽 （编好缴付）、
剪帽 （剪去坯缘余草）、漂洗、晒帽、
磨帽（用磨帽石磨）、烫帽（用熨斗烫
平）、修帽（修边）、装帽（包装）。其中
编帽是关键环节，需要在千千万万
的编帽人家中完成，而其他工序均
在帽厂里完成。

金丝草帽之所以尊贵，还与较
高的准入门槛有关。在加工金丝草
帽之前，三北妇女多会编织，但会
编其他草帽的不一定即获编织金丝
草帽的许可。欲编者必须先取得
金丝草料的“发放证”（家乡称其
为“执子”），凭证到收发站先领
取定量的金丝草，编成后上站缴付
坯帽。坯帽验收合格，再付劳务
费。

我的母亲有双巧手，年轻时与
其他村姑一样善编金丝草帽。先父
早逝后，家道骤然中落，母亲有 6
个子女，仅靠她的“小工资”，入
不敷出。坚强的母亲白天认真上
班，下班忙理家务，晚上打金丝草
帽，以补贴家用。她打金丝草帽难
免停停打打，不打时就用毛巾盖在
帽上，怕我们弄脏它。

草帽属草编，草编的历史可追
溯到河姆渡时期，甚至追溯到神话
传说中的伏羲氏。据载，周代已有
以莞 （蒲草） 编制的莞席了，而且
当时已有专业的“草工”；汉唐时
草编十分普遍，特别是分布在长江
流域的草编很具特色。浙江是草编

大省，1915年宁波草编工艺品获得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国际金奖，以后
又在国际上多次获奖，这使宁波草
编享有盛名。19 世纪 20 年代，宁
波金丝草帽开始出口，它成了我国
最早进入西方市场的商品之一。

1923年，长河帽商陆志尧从宁
波永兴洋行引进金丝草，由陆志尧
妻和其他10余个妇女试编，取得了
成功。1925年永兴洋行遂将从菲律
宾购来的金丝草，发放给宁波西乡
和长河 （原属余姚，现属慈溪） 一
带妇女编织，果然编出了一批“轻
若云、亮似金、细如帛”的金丝草
帽，很符合国际市场的需要。于是
打金丝草帽的人增多，本国商人和
外商竞相经销。永兴洋行即法商永
兴洋行，总部设于巴黎，1869年在
上海开设分行，后增设于甬，原址
在今宁波永丰桥江北侧的桥堍附
近。

傅其霖开设的坤和出口行是上
海首家以草帽出口为业的华商。
1917年，傅其霖开始与英国客商建
立关系，直接对英出口。1925年在
宁波城区、海门、余姚设有帽行，
草帽出口业务发展迅速。傅其霖，
宁波镇海人，曾为第八任上海总商
会会董。其他经营草帽业的华商还
有联昌、江泰、瑞和、兹丰、福隆
等。

宁波西乡在明代时已是宁波最
富庶的区域之一，古林、鄞江一带
盛产蔺草，蔺草编织特别有名，有

“东乡一株菜，西乡一根草”之
说。相比之下，当时的长河一带，

土地成陆年代短，可耕地少，穷苦
的移民多，没有好的特产，要比宁
波西乡贫困。我相信，不是宁波西
乡妇女不会打金丝草帽，而是不愿
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蔺草产业。而
长河人学会金丝草帽编织，如获至
宝，成为奋斗的一条门路。

长河金丝草帽很快出现了兴旺
的局面。美商中方代理人沈德佑也
于1925年在长河开设坤和金丝草帽
行。据载，这一时期余姚全县约有
2.5 万户人家、7.2 万位妇女从事金
丝草帽为主的编织，年产金丝草帽
120 万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百
姓的贫困状态，当时的长河有“十
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
的雅说。

每顶金丝草帽报酬为 3-4 银
圆，折合成大米40多公斤，每位妇
女每周能打 2-3顶草帽。这对贫苦
百姓来说，真是好行当，大大超过
了农业收入或纺纱织布的收入。吃
苦耐劳的农妇们总是起早摸黑地
打，打毕即去缴帽，缴后随即领
料，领到立马再打，没有空闲。幼
时我去外婆家，每每能看到这番情
景，3个舅妈也总是这样。

20 世纪 30 年代初，长河草编
妇女还用自己的双手“编”出了一
所“草帽业小学”，至今仍被称
颂。当时，草编妇女深感自己无文
化的痛苦，决心要让子女读书识
字。草编妇女将打帽赚来的钱，一
点一滴汇集拢来，创立了“余姚私
立草帽业小学”，它是“草帽人”
共同奋斗的历史见证。

1937 年抗战爆发，海运阻塞，
原料中断，外销停滞，使处于辉煌
时期的金丝草帽业几乎停顿。1949
年后，草帽编织业获得了新生。
1954年，在长河承福庵原坤和帽行
所在地，正式成立“余姚县供销合
作社草帽经营部”，1955 年改名为

“慈溪长河金丝草帽厂”。1956 年，
在浒山收发站和长河、天元、周巷
3 个草帽社的基础上，新增逍林、
泗门、观城收发站和 8 个流动点，
并在多地举办编帽训练班，为以后
生产奠定基础。草帽也逐渐由上海
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独家出口。
1959年改名为“慈溪金丝草帽加工
厂”，1979 年改名为“慈溪金丝草
帽厂”，系县属国营企业。

1981年长河金丝草帽被评为浙
江省优质产品，1990年草帽生产规
模为浙江省首位，据全国第 11 位，
出口创汇 200 多万元，占全国草帽
行业出口创汇额的35%。

金丝草帽主销地是美国，其次
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英
国等。尽管在我们的帽厂里，金丝
草帽已经过多道工序加工，但出口
时仍属毛坯，金丝草帽到了国外，
还要深加工，外加倩丽包装。飘在
欧美人头上的一朵朵“彩云”——
金丝草帽，其实是“二内一外”的
三次加工品，但基础是千万打帽妇
女的手工劳动。据说曾有美国客商
怀疑金丝草帽并非手工制作，而是
机械化生产的。为了释疑，金丝草
帽厂曾邀请美国客人来参观并摄
像，最后他们叹服了。

金丝草帽：飘在头上的“彩云”

罗 明

龙 泉 山 位 于 余 姚 市 城 区 中
心，在平地间突兀而起，很久以
前乃海中一岛，故曾名屿山。龙
泉山的得名，源于山腰间的一口
井，其水色绿如猫眼，且终年不
断。相传宋高宗赵构临此饮水，
感觉泉水甘甜爽口，取小甏汲水
而去，并谓水好风景好。与“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诗句相呼
应，故取名为“龙泉”。

龙泉山一带的发展，得益于
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物质资
源。余姚地处长三角南翼，宁绍
平原中间点，姚江穿县城而过，
东流入海。姚江古名舜水，据传
与舜有关，著名史学家史树青教
授曾为余姚题名“姚墟古迹”。姚
东有举世闻名的距今 7000年的河
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充分展
示了那时的灿烂文化。城区通济
桥以东是重要的海陆物资交换的
内河港口，原有天妃宫，在今玉
皇山南，后称天后宫，供奉渔民
信仰的妈祖。姚江与候青江交汇
处的三江口海产品市场，直到 20
世纪 90年代初才消失。姚城也是
南部山区与北部平原人员交往的
场所，平原“二白一黄”（棉花、
海盐、稻谷），城区各工场制作的
生活用品、加工食品、生产用具
等，山区的“木竹笋茶”，均在此
交流买卖，互通有无。余姚还是
中西文化的碰撞点，余姚的瓷
器、茶叶和手工制品深受海外人
士喜爱，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
发展和文化思想的活跃，也促进
了中西人员交往与文化交流。

便捷的水运、繁荣的集市、
开放包容的民风、稳定富足的社
会，吸引了不同时期的移民。外
围海造陆，内围湖造田，不断提
高农产品的供给总量，也滋养着
历代百姓。南入四明山、北上杭
州湾、东渡海岛及邻国可以避
乱，回平原水乡仍可正常生活，
进退自如的地理环境利于优秀人
才的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特别是明清时期，余姚人才
辈出，仅明朝就出了三任状元，
中国古代的十大思想家中，出生
于余姚的就有王阳明、黄宗羲二
位。号称“日本孔夫子”的朱舜
水也是余姚人。

优越的地理位置，灿烂的历
史文化，赋予了余姚“文献名
邦”称号，也成就了龙泉山，丰
富了山中的人文景观，并与自然
景观交相辉映。

龙泉山是一座文化山、历史
山。山南麓有一古刹，名为龙泉
寺。此寺始建于公元 336 年，仅
迟于杭州灵隐寺 10年。其东邻朱
氏宗祠，为朱之瑜先祖祠堂，现
为朱舜水纪念堂。山北麓迁建始
造于北宋的棂星桥和元代的舜江
楼。山东麓大门进口处有高大的
石牌坊。山西麓迁建清四明阁，
并有当代建成的余姚博物馆、园

林广场等。从公园南门至第三平
台石壁处，可见清书法家翁庆龙
所书“文献名邦”巨匾。位于山
南腰的中天阁，始建于五代，曾
为王阳明先生讲学处，清建有龙
山书院，现为阳明书院。山上另
有龙泉惠室、知乐池、文昌阁、
祭忠台、乡贤祠以及造型奇特的
纪念亭、纪念馆(碑)等。

其中，祭忠台是龙泉山上一
处特别的景点。相传明朝正统年
间，翰林侍讲刘球被宦官王振所
害，余姚人成器邀集志同道合
者，以龙泉山绝顶石为祭桌，放
上全鸡好酒，含泪遥祭刘球。后
来人们就把这块石头叫祭忠台。
遥想当年，先儒黄宗羲少年时，
用藏在袖间的铁锥追刺宦官许显
纯，气势威震朝野。处于山南半
坡处的孙忠烈祠内，介绍了横河
孙家几代人为国尽忠、为家尽孝
的可歌可泣故事。龙泉山，见证
了余姚人的风骨，余姚人的气度。

龙泉山，也是一座充满诗意
的山。唐代大诗人方干有 《登龙
泉山绝顶诗》：“未明先见海底
日，良久远鸡方报晨。古树含风
常带雨，寒岩四月始知春。中天
气爽星河近，下界时丰雷雨均。
前后登临思不尽，年年改换往来
人。”此诗写出了龙泉山的佳景，
又富有哲理。山上的中天阁，名
字出典于此。北宋名相王安石任
鄞县县令时，应余姚县令谢景初
的邀请，曾多次登山作诗，其中

《石井》 一首道：“山腰石井千年
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
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而明
代王阳明的一首 《忆龙泉山诗》：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尽日
坐井栏，有时卧松下。一夕别云
山，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
朝夕自清泻。”更是对龙泉山直抒
爱恋之意……本人也凑了一首

《余姚龙泉山》：“世居姚城二千
零，林木葱郁舜江邻。玉液甘井
名南宋，龙泉古寺始东晋。朱氏
宗祠之瑜话，中天阁楼守仁心。
贤踪史迹闻天下，亭台曲径览胜
景。”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龙泉山，又是一座与我有缘
的山。记得 1975 年秋读高中时，
学校组织登游，从东门进，沿着
石阶而上，途经名亭古建，中有
大树蔽日、篱笆葱茏，又遇野藤
附树枝、苍苔寄老墙，只见贤踪
史迹，气度非凡。至顶俯瞰姚
城，一览无余，东望舜江楼，古
朴典雅，通济桥，长虹横卧，气
势恢宏。南眺四明山，逶迤起
伏。不禁为眼前美丽的风光而心
旷神怡。第二次与龙泉山结缘是
20世纪80年代末，因工作需要我
调入位于山南麓的县属行政机
关，那时上山览胜、健身十分便
利。犹记在夏晚，漫步于山坡小
径，晚风徐来，神清气爽。

如今，余姚的区位优势发生
了变化，但龙泉山仍似一位智
者，它承载着昔日的历史文化积
淀，眺望着未来广阔灿烂的前景
……龙泉山，是余姚人心中的圣
山、浙东文明的高地。

龙泉山，
浙东文明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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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腊月，是随着各种各
样喜庆的声音到来的，其中，便少
不了爆米花师傅“放炮啰——”的
高声提醒以及随后那一声震天响的

“嘭——”。
2018 年的第一场雪后，在奉

化岩头偶遇做爆米花生意的李师
傅。这时节，山村里的老人和孩子
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他们不顾雪
后泥泞，纷纷端出筛干净的大米、
高粱、玉米、年糕片等来排队。有
新过来的村民问：“多少钱一炉？”

“10 元一斤，我这炉 25 元。”不待
李师傅回应，一旁的其他村民早已
喜滋滋地代他作答了。即便排队的
人很多，爆一炉需要等上大半天，
但村民们毫不在意，趁此机会，大
家还能说说笑笑，权当聚会玩乐
了。

李师傅选择岩头村的室内菜场
作为自己“安营扎寨”之所，时近
中午，他的那些家伙什在空荡荡的
水泥地上完全铺陈得开。爆米花摊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不停旋转着的

“铁葫芦”，底下有红红的火苗舔着
“葫芦”胖胖的肚子，被加工物在
黑黝黝的内膛里翻转如飞，发出

“沙沙”的声音。不过，心思灵活
的李师傅早已将传统的手摇式爆米

花机进行了升级改造，他在“铁葫
芦”的尾端加装了一个电动马达，
只要插上电，就能匀速转动。虽说
机器解放了双手，再也不用像老底
子那样一刻不停地摇转锅罐，但李
师傅也没闲着，他的右手抓着一把
火钳，得时不时添点柴火，伺候好
炉火，并随时观察压力表，手上的
劳保手套都快分不清黑白色了。

“师傅，哪里人啊？”
“老家安徽的，干这活也有十

几年了。”看上去 40岁不到的李师
傅，一边瞄了一眼圆形的压力表，
一边憨憨地笑着解释道。爆米花最
关键的是火候，但光注意“铁葫
芦”上的压力表还是不管用，有时
候还要凭经验和直觉，如果火候掌
握不好，爆出的东西要么还没开
花，要么发软不脆。

李师傅的右手边有一个长长的
布兜，说话之间，他站起身，把布
兜整理了一番。有经验的人都知
道，这表示火候差不多了，接下来
该起炉了。只见他腾的一下拎起黑
黑的“铁葫芦”，三两步跨到右
侧，把“葫芦口”对准布兜，用一
个铁棍用力旋拧罐盖。

“放炮啰——”李师傅爆发出
一声响亮的吆喝。周边的人即便有
所准备，此刻闻声照样惊心动魄，

“哎哎，慢点啊，等我捂上耳朵
……”小孩子则一个劲儿往稍远处
奔去。

“嘭——”一声巨响，李师傅

瞬间淹没在热气腾腾中。等雾气稍
散，看见他正将布兜里的加工物倒
进大箩里，呀，喷涌而出的原来是
蓬松灿黄的高粱米。它们泛着甜
甜淡淡的香，勾起我们对往昔朴
实岁月的无限思恋。此时，等不
及的围观者可以伸出手抓一把先
解解馋。

排在下一炉的应该就是李师傅
左手边的年糕片吧，年糕上还撒着
星星点点的黑芝麻，出炉后的成品
应该也很香很诱人吧。而右侧稍远
处的折叠式小桌子上，整齐地摆放
着几十袋加工好的成品，这大概是
李师傅一早上的成果。有路人经
过，也可以直接买上一袋。

出炉那一刻每个人的激动，汇
成了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印象
中，爆米花最辉煌的时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每当进入
腊月，无数“李师傅”们就带着爆
米花机走街串巷，每爆一炉从 2角
慢慢涨到 1元，一家子的柴米油盐
钱基本能赚到。那时候，无论城镇
还是农村，几乎没有零食吃，孩子
们最渴盼的就是每年农闲时爆米花
师傅的到来，因为只有那时，又甜
又香又便宜的爆米花可以让我们大
饱口福。

爆米花是统称，在我们江南地
区，最常见的是用大米和年糕片加
工而成的。前者我喜欢成把成把地
抓着吃，而在春节拜年期间，家乡
的习惯是在招待客人的糖茶里放上

一撮。刚出炉的年糕片酥脆香甜，
一片又一片，让人简直停不住嘴。
有时为了不让我们吃太多怕撑着，
大人会吓唬我们：“吃多了粘肠
子！”唬得我们这些小孩一怔一怔
地不敢动嘴了，不过，过不了半
天，我们又把那句话抛脑后了，继
续吃！

爆米花师傅的到来，简直就预
示了年节的开启，而那“嘭嘭”的
震响，就像新春的序曲，轻松、欢
快、热闹中，流淌着幸福的味道。
可惜，进入 21 世纪后，传统爆米
花渐渐乏人问津，很多师傅转行的
转行，歇业的歇业。这一丢，就是
几十年。

“嘭——”今天，我们顺着声
音找过去，还能找到儿时的味道、
自己的童年吗？

“嘭嘭”声里开启的年节
百 工

屠呦呦故居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她的故居位于海曙区莲桥街区域

内，这幢门牌号写着“开明街 26号”的修缮一新的老房子，是屠呦
呦的舅舅——经济学家、曾任甬港经济联谊会会长的姚庆三的旧居，
简称“姚宅”。屠呦呦曾在这幢房子里长大。

2015年12月，屠呦呦故居入选宁波市首批历史建筑之列。
（丁安 绘）

农妇们喜欢聚在一起打草帽农妇们喜欢聚在一起打草帽

打帽人向收发站缴帽打帽人向收发站缴帽

位于长河的位于长河的““余姚私立草帽业小学余姚私立草帽业小学””

李师傅的“铁葫芦”后加装了电
动马达，让他省力不少。

（矩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