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的特产之乡

融合技艺融合技艺
百年物品至今闪亮百年物品至今闪亮

木梳之乡：榔桥

历史：泾县榔桥木梳的制作历史最早可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及至明清时代的发
展达到了一个相对鼎盛时期。以榔桥镇为
中心的周边乡村散布着众多木梳作坊和木
梳制作工匠，制作技艺也趋成熟，其中制作
考究的黄杨木梳和枣木梳曾被皇宫采办为
御用梳妆用具。“宫梳”以此而得名。

独特：采用上等黄杨木、檀木、桃木、梨
木、沉香木、枣木等天然名贵材料，造型别
致，手感极佳。具有清脑提神，滋养头发，
促进睡眠等功效。

风景：黄田——古村落历史悠久，始建
于北宋末年，鼎盛于明清。该村落存有134
处古民居，保存完整的尚有80余处。其中闻
名遐迩、举世无双的“笃诚堂”(省保单位)坐
落于此，据说是清道光初年，在外经商的朱
一乔和朱宗怀父子俩为满足母亲、妻子因脚
小难以外出，但又想见识一下“洋火轮”的夙
愿而专门设计建造的，又称“洋船屋”。

人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宣城境内发掘

的春秋战国、秦、汉墓葬中，所出土的木器

中均有制作精美的木梳。榔桥木梳选用皖

南山区优质硬杂木，经开料、切盘、切片制

成胚片，再经蒸煮、晾晒、上架阴干等工序，

历经春夏秋冬至少一年方可制梳；前后经

过二十八道工序方可成梳。榔桥木梳的加

工工艺融合了当地传统的工艺美术技法

如：徽州木雕、新安彩绘、烫画工艺，还有传

统的髹漆工艺。

在莫斯科，有一条阿尔巴特大街，它位于俄罗斯
外交部大楼边上，以其多姿多彩的风韵和充满诗情
画意的文化气息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客。

我知道并熟悉这条街，是因为俄罗斯现代作家
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的一部小说《阿尔
巴特街的儿女们》，这部小说以上世纪 30 年代苏联
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居住在阿尔巴特街上的青
年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凡是到莫斯科的游客，
几乎都少不了到阿尔巴特街观光和购物。

阿尔巴特街的路面全部用方块石砖铺成，全长
800 多米，宽约 10 米。它是一条极具俄罗斯风情的
大街，有“莫斯科的精灵”之称。据《莫斯科年鉴》记
载，阿尔巴特街始建于 1493 年，已有 500 多年的历
史。最初，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聚集的市场，他们经常
用板车装载货物，而板车在俄语中即“阿尔巴特”。
19 世纪，托尔斯泰、加加林、亚历山大等名门望族和
上流社会的有钱人渐次在这里落户，居住在阿尔巴
特街曾成为时尚，风靡一时。今天我们仍可以在门
楣上发现房主的名字，只是当年他们修建的装饰华
丽的房屋，在战乱和岁月的磨洗之后失去了原有的
风貌。

走进阿尔巴特大街，欣赏着沿街圆形玻璃灯罩

的街灯，它们造型典雅，像头戴面罩的古代骑士昂然
站立，守护着这古老的街市。两旁的首饰店、服装
店、食品店、咖啡馆、娱乐场、露天酒吧、古董店、书店
书摊、工艺品摊位鳞次栉比；各种瓷器、漆器、油画、
雕塑、绘有历届领导人的套娃玩偶、印有明星头像的
T 恤，各种西欧国家的名牌商品琳琅满目，好像一个
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民间文化的特点和精粹。我们
一边品味香味浓郁的咖啡，一边观赏来自不同国度
熙熙攘攘的人流，体味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交融
的街景，如同在艺术的时空中穿行。

来到大街 53 号，有座引人注目的名人故居——
“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故居。进入故居前须先套
上毡拖鞋，以保护文物。这是一座漂亮的蓝色二层
小楼，一楼常年举办《普希金与莫斯科》展览，以大量
绘画、肖像、地图、手稿、书籍等展品介绍普希金时代
的莫斯科。二楼是普希金当时居住的客厅、书房和
卧室，墙上挂着普希金和他妻子的画像，柜子里摆放
着普希金的手稿，他写给朋友的信，以及朋友们写给
他的信件。1986 年 2 月 18 日，这栋楼被改建为普希
金故居博物馆。

在故居的对面，矗立着普希金与冈察洛娃双人
青铜雕塑。诗人身着燕尾服，一头卷发，和美丽动人

的新娘一起手拉着手，平视前方，洋溢着意气风发的
神情。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为纪念普希金 200 周年
诞辰而特意铸造的。我驻足凝望着普希金夫妇，这
位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虽只活了 38 岁，但他的诗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反对农奴制，反对沙皇，
支持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837 年，他为了捍卫家族
和妻子的名誉，与法国人丹特士决斗，饮弹身亡，令
世人痛惜万分。俄罗斯大众热爱自己的诗人，以他
名字命名的艺术馆、美术馆、学校、街道、广场以及文
化团体比比皆是，他的塑像也随处可见，因为普希金
其人其诗早已跨越时空，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继续向前漫步，可以看到那些街头艺术家，做着
各种精彩的表演，他们或组合或独自地以自己的演
奏，使古老的街道被悠扬的旋律沉浸着，让人十分惬
意。还有些街头画家会为游客现场作画，在他们的
笔下，碳素、粉墨、油彩运用自如，片刻之间游人的形
象就惟妙惟肖地跃然纸上，一手交钱一手取画，大家
其乐融融。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中心的一条历史悠久的老
街，也是一条流淌着俄罗斯民族人文精神的大街。
走在这条街上，浓郁的艺术氛围迎面扑来，真是大开
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实在是不虚此行。

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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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大地素来物产丰富。且不说清香扑鼻的黄山毛
峰、洁白柔嫩的八公山豆腐，单是那肉烂骨酥的符离集烧
鸡、皮薄甘甜的砀山梨等等足以让人心驰神往。除了美
味佳肴之外，天然神韵的灵璧石、韧而能润的泾县宣纸和
徽墨的声名，无不是历代文人所赏。

所以，特产除了在我们的唇齿间留有余香，还因为其
他的物品让安徽为更多人所知。 ▋张亚琴

万安罗盘

榔桥木梳

毛竹之乡：霍山

历史：霍山是江北毛竹第一县，中国竹子之乡，有悠久的
栽培历史。主要分布在诸佛庵镇、佛子岭镇、大化坪镇、磨子
潭镇等，其中诸佛庵毛竹面积达 11 万亩。而毛竹加工业是
于1988年开始起步。

独特：茎粗、干直、梢惯、质韧、壁厚、抗性强等优点，深受
建筑业和竹加工业的青睐。

风景：铜锣寨——因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巡视衡山国
（今霍山县）梦见一轮明月化作铜锣落于此山而得名。以秀
水、奇松、怪石、绝壁、云海、珍木、繁花著称于世，被游客誉为

“小黄山”。
霍山文庙——前称圣庙，现存主体建筑大成殿（又称圣

殿）。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3 年）由邑贡生、士民等乐输捐
献，筹集巨资，将文庙整体建筑群扩大并进行大修。后连续
修复了藏经阁、崇圣祠、明伦堂、东西庑、戟门、各宦祠、乡贤
祠等主体建筑。

人文：紧依铜锣寨山下的马槽河峡谷，全长7公里，水流

湍急，幽瀑广布，瀑布众多，是 200 多种脊椎动物的乐园，更

是1600多种植物的王国，两岸60余座奇峰耸峙，山崖陡若斧

削，更有古栈道、古寺庙、古石刻、古民居等众多遗存。

罗盘之乡：万安

历史：万安罗盘广泛应用于天文、地理、军事、航海和占
卜，以及居屋、墓葬选址的重要仪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
发明之一指南针的沿续和发展。

万安罗盘制作技艺，已有600余年历史。创办于雍正年
间的吴鲁衡罗经店，将这项制作技艺传承发展至今。

独特：制成一具罗盘，一般要经过六道工序，分别为：制
坯、车圆磨光、分格、书写盘面、上油、安装磁针。

风景：万安老街——老街如今坊、亭均不存，黄家祠堂、
四合院“柿子园”等遗址尚存，传统民居中有部分已进行了改
建。位于皂荚巷的“翠园”等典型清代建筑保存完好。“翠园”
是万安著名塾师吴尔宽的住宅，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就在此启蒙。

古塔、古桥——万安镇现存古塔3座、古桥4座。三塔鼎
立，气势宏伟。

古塔分别是古城塔、巽峰塔和富琅塔。古城塔位于古镇
东部的古城岩，又称万寿塔，建于明嘉靖初年。巽峰塔在横
江南岸玉几山东翼，保存最为完整。塔高 35 米，八角七层，
砖砌楼阁式，塔内四壁绘有壁画。富琅塔原称水口神皋塔，
位于富琅村前，与古城、巽峰两塔相峙。

古桥中富来桥、轮车桥和观音桥均处于镇区内，分别与
周围的建筑、溪流共同组成“小桥、流水、人家”尺度宜人的风
貌景观。古城桥则与古城塔、古城岩、横江水共同构成一幅
气势宏伟壮观的绝妙图画。

人文：早在 1915 年，“吴鲁衡毓记”罗盘、日晷就已在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而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

品展柜中，珍藏着一只万安吴鲁衡罗经店生产的清代二十六

层木质水罗经。万安所产罗盘设计独特、选材考究、制作精

良、品种齐全，被奉为罗盘正宗，享有“徽罗”“徽盘”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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