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瓣藿一羹
磐要嚣。孓，-罨璃葵．奇一



偿痿胁又似佐
砖孽圃



《磐安县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葛德秀

副组长：陈心昌

组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何国庆 陈汝生金惠兰 赵一新

赵登贵

主

副

编

编

封

摄

插

《磐安县文化志》编纂人员名单

编：陈心昌

主编：赵一新赵登贵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厉仲云朱颂阳 应树棠

陈心昌 f陈加凤f陈汝生

邱锡勇 吴德皎周江涛

赵一新赵登贵 蒋荣立

辑：吴德皎陈福朝

面题字：钱法成

影；姚建中 吴德皎 陈心昌

图：吴德皎

陈心芳

陈福朝

金惠兰

韦晓良



《磐安县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葛德秀

副组长：陈心昌

组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何国庆 陈汝生金惠兰 赵一新

赵登贵

主

副

编

编

封

摄

插

《磐安县文化志》编纂人员名单

编：陈心昌

主编：赵一新赵登贵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厉仲云朱颂阳 应树棠

陈心昌 f陈加凤f陈汝生

邱锡勇 吴德皎周江涛

赵一新赵登贵 蒋荣立

辑：吴德皎陈福朝

面题字：钱法成

影；姚建中 吴德皎 陈心昌

图：吴德皎

陈心芳

陈福朝

金惠兰

韦晓良



文化厅长钱法成题词

一缈屉．太怍李壹警雷群厶绦妻簿
涔磁象襄弘强褐，雾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县委书记徐炳清题词

藿掘趴唁文似童座

丝秒兹支以夕中豁

以也敏

摇峪传搬嘶蛩§咖只



序 言

磐安是个山区县，虽然建县时间短，但其民间文化艺术却丰

富多采，源远流长。据考证．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东阳、永康、缙云、天台、仙居、新昌等邻县的某些

方言、生产生活习俗、宗教以及传统文化艺术，都可以在县内找

到模式或痕迹。丽玉山地区的迎大旗、窈jlf乡的大祭马、深泽乡

的民舞1：踩火>、民间器乐‘四吹)等，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劳动、斗

争的成果，是维系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是民族生命的重要组成

部分。富有磐安特色的优秀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组成

部分。她凝聚了千百年来磐安人民与天地奋斗，与邪恶战斗的血

泪和欢乐、智慧和勇敢。

《磐安县文化志’分门别类，记载了文化发展的主要史实，介

绍了文化名人和文化艺术的重要成果。它对于抢救、保存文化遗

产，研究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繁荣磐安文化，鼓舞人们

斗志，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志

内有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磐安的名胜古迹，对于开发风景区，发展

旅游业，吸引更多的中外客商来磐观光、建设，无疑是有益的。

《磐安县文化志》的出版，是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喜事。我深

信，只要我们以史为鉴·立足当翦．面向来来，髓着人幻物质生

活的提高。磐安文化建设的高潮一定会到来l

县长 赵金勇

1993年5月



凡 ．例

一，磐安设县较迟，现成文字资料短缺，故本志除摘录邻县

县志有关内容外，编者还深入民间查阅宗谱，访问长老、实地考

察，寻根溯源，从而充实了史料。

二、条目安排：卷首，编列照片、序、凡例、概述、大事记

略；正文．分列文学创作，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

工艺、娱乐、风俗，文物，胜迹，报刊、图书，电影，方言，人

物，机构，诗文选录共11编32章；卷末缀附录。

三、本志所记史实时限，上溯至事物之发端，下截止于1989

年底(本志即将付印对，县文化馆大楼落成，特录照片一幅)。根

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后磐安文化发展概况。

四、磐安县并入东阳县期间，有关磐安境内主要文化活动史

料录入志内，以囫其历史面貌。

五、名胜古迹，尚有遗存的详录；有历史记载或留育名人题

咏，但已无痕迹的略录。

六、自然景观、奇闻轶事，多经实地考察、探究；历代科第

人物、名宦，选与文化关系较大的记之。

七、境内文人，清代以前的作品尚存有书目的，录其目，以

资后人查访。现代作品(民国期间)，系录于手抄本中的代表作。

当代作品，入选的均为市(地)级以上获奖的或省级以上发表的

代表作，也录有少数从不参与竟比．也没投诸报刊的佳作，以供

后人鉴赏研讨。志内历代民间艺人和作品，均为在本县(或邻



县)范围内影响较大的。

八，本县系革命老区，关于革命文化，已单独编著<革命

(进步)文化史料汇编'一书，故在本志仅录部分代表作。

九、志中立传、简介的人物，均系已谢世的县籍人士，一般

按谢世年月先后记述． ．

十、志内纪年，民国以前沿用旧纪年，并注明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均用公元纪年。

十一、志内度量衡．旧时的用旧的计量名称，现代的均采用

公制。所引史料，均有据可查，有物可证，一般不注出处．

十二、本志编写旨在记优扬善，颂正辟邪。弘扬民族优秀文

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其中《风俗'等章节间有鄙

俚陋习的内容，意在尊重史实，俾后人推陈出新，以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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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东邻天台，南接仙居、缙云，西与东阳，

永康毗连，北与新昌接壤。全境高峰林立，嶂壁延绵。大盘山海

拔1245米，与天台、括苍、会稽、仙霞岭等山脉相连，是省内瓯

江、婺江、灵江、曹娥江的发源地，素称“群山之祖，诸水之

源嚣。

磐安山高水长，人称世外桃源。县内自然景观不胜枚举，如

大盘山、天马岩、金鸡岩、龙王坑、水下孔、杀人桥、百丈潭、斤

丝潭、高峡平湖、夹溪十八镬等等，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曾有

不少名入学士慕名而来。据志书查考：南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陈

安王之子陈长清，隋朝书圣王羲之裔孙王诚，唐朝起居郎郑瑞、夹

江尉羊情，诗人李白、孟浩然．宋朝越国公卢琰、孔子后裔孔端

躬、陆游父子．明朝文学家屠隆等，先后来境内，或避乱、或定

居、或旅游，从而促进了境内经济、文化的发展。宋时考中进士

的就有40余人．宋代的陈大猷，元代周如玖，明代陈时芳，清代

的“江南五才子之首”叶蔡等，均诗豪文壮。清初，周莲的画，

。山水、人物、花鸟无不入妙”。民国间．韦佩兰、卢世珍、张廷

玮等人的诗文，陈式方、陈哲甫、陈洪畴、张浩、羊焕文等人的

书画，皆名盛一时。

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其中故事、歌谣、谚语丰富，

民舞形式多样，器乐活动也相当活跃。<车马》、‘炼火》、《西方

乐》、《大花鼓》、《乌龟端茶>等民舞．独树一帜。深泽‘四吹》器

乐别具一格，演奏队匝达36人，阵容之大，在农村实为罕见。梨

园之乡玉山，名伶荟萃，如清末民初，大花张土荣曾誉满婺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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