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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记忆》

内容概要

本书以散文的笔调，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温州。作者娓娓地叙述了温州的起源，温州人性格的形成，温
州人经商的文化理念，温州的风土与人情，温州人的生活、历史与文化。你想了解温州吗？就从这《
温州记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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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记忆》

作者简介

瞿炜，男，1969年出生于温州，1988年开始在《读书》《人民日报》《中华散文》《诗刊》等报刊发
表评论、散文与诗歌作品。1993年开始从事新闻事业至今。出版散文集《旅游者与梦》《巴黎的风》
。现为温州晚报社文化部主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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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记忆》

精彩短评

1、然而我对自己的故乡还没有渗透的不了解
2、　　一个人的“老温州”
　　 （转载自温州日报）
　　
　　近日，我市作家瞿炜的专题散文集《温州记忆》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分“瓯海潮踪”“
风华秀逸”“雅趣典故”“韵致风流”四辑，收集了一则则讲述记忆中温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掌故、
市井风俗的文章，淡黄色封面装帧俨然象征了作者那在岁月沉淀下，变得发黄的故乡记忆。
　　
　　    也许是为了照应这是一本讲述温州的书，该书的前言也是由温籍著名小说家林斤澜题写，书里
配发了大量黑白照片，其中涉及老温州市井景观的，也大都是由我市摄影家邵度、孙守庄等人拍摄，
甚至连该书的策划也是我市的“纸鱼文化”公司，可以说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温籍图书。
　　
　　    翻开《温州记忆》，温州的特产有方言、南戏，温州的名人有叶适、高明、苏步青、朱自清，
温州的市井风貌有九山、河、桥、井、园林、寺庙，温州的风景有江心屿、南雁荡山、永昌堡，温州
的民间手艺与小吃有剪纸、馄饨、糖糕，林林总总，作者搜集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点滴感受，描摹出
一个个人心目中的“老温州”，读来令本地人怀旧感慨，令外来人员得悉一座千年古城的过去模样。
　　
3、　　其实你还不懂温州
　　——读《温州记忆》
　　 （转载自温州晚报） 
　　
　　　　谈温必言商，这说明你其实还不懂温州。 
　　　　某天，一个外星人在中国降落被俘，围上一群人，大家七嘴八舌。一个北京人说，把他带到
研究所去，研究一下他和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一个上海人说，还是先把他弄到上海，举办一场
外星人展览；一个东北人接上话，先调查这个外星人来中国有啥动机？一个广东人说，我有约在先，
这个外星人最后让我带到广州，吃在广州嘛⋯⋯这时，一个温州人拨开人群使劲挤进去，大声说：且
慢！先让我来问问他，在你们那个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这当然是酒桌上的一个笑话了。虽然能反映温州人性格的某一面，但这也是一个被误读的温
州。今日之温州是一座文名被商名所掩盖的城市。今日之温州大江南北皆知，今日温州人被称为“中
国的犹太人”。但这背后正是一种文化、一个精神的写照。没有千年文化的沉淀，就没有今日温州之
辉煌。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温州的深藏的一面呢？知道那深深渗透在温州人血液中、性情里的文化基
因呢？ 
　　　　当我捧读这本新出版的《温州记忆》时，我感到了震撼、自豪和惆怅。 
　　　　“温州曾经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翻开温州的历史，你才发现这里并不仅仅是一本散逸着传
统水墨画香韵的线装书，却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岩画一般的古朴与天真。这里的人文气息颇耐人寻味，
是除了中原文明的普遍传播外，还有很多与之格格不入的古瓯遗响。这里的文化内涵更有其独特的个
性，虽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支脉实在太过细弱了，却在二十世纪末闪现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叫世人在
一片惊讶的注视下照亮了五洲四海。” 
　　　　如果有幸生活在近代，“只要你走进这座城市，便无处不深深地感受到仿佛《清明上河图》
一般的民俗画的风情，青瓦老街，庭院深深，曲折的小巷仿佛永无尽头，却在你快要绝望的时候柳暗
花明，一片新的天地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温州是一座多么优雅的江南小城。 
　　　　就连温州话里，还保留着很多古汉语中典雅的词汇。举个例子，日子过得不顺心，老温州人
就会说“忧兮忧”，富有诗意。在《水浒传》等名著里，我们能寻到当下温州话的传承。温州话的雅
致还被保留在了中国最早的戏剧——南戏上。由南戏转变而来的昆曲， 
　　　　现在已是一种天堂上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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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记忆》

　　　　温州的商人誉满全球，温州的文人也是闻名中外。这里的人们精打细算不仅表现在生意场上
，更出现在学术研究上。温州是数学家之乡。苏步青、谷超豪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数学
方面，温籍教授有二百来位，其中约有三十多位担任过著名大学数学系主任或数学研究所负责人。值
得温州人自豪的更有光大“永嘉学派”的叶适、“南曲之祖”的高则诚、“三百年绝等双”的孙诒让
、“词学宗师”夏承焘、一代考古学家夏鼐⋯⋯温州留下了弘一法师、朱自清、郁达夫们的踪迹。在
张爱玲眼中，“温州城就像宝珠在发光”。 
　　　　还有温州的山、温州的河、温州的桥、温州的庙、温州的井、温州的老房子、温州的饮食、
温州的剪纸⋯⋯无不蕴涵着一种智慧和生机。 
　　　　这是一篇篇“瓯风雅韵”。 
　　　　从《温州记忆》这本书里，我读到了另一个温州，一个被还原的真实温州，一个可爱的温州
。
　　
4、　　《温州记忆》——一个人的心灵温州  
　　
　　温州晚报2005-9-22文化版头条刊发文章介绍《温州记忆》 （转载）
　　
　　    本报讯 （包璇漪） 温州不是一个人的，但它在我们各自的心灵史上却是独独一个。温州是现代
的，温州又是历史的。每个温州人从自己的角度审视体验乡土，就有了一个人的心灵温州。关于生于
斯长于斯的江南小城，温州诗人瞿炜的心灵体验在他37岁时汇成了《温州记忆》，由温州出版人“纸
鱼策划”推出。这一部心灵的记忆，有的是朴素淡黄的封面，熨贴诗性的文字，还有黑白分明却带着
我们大多数人集体记忆的老照片。 
　　    这是一个人对于温州的过去的一种还原。自古以来，外界对温州就有许多误读，温州从来都是
一个特殊的存在。即便是我们这些沉浸在它的时光和节奏当中的人，急急走来，也已经遗失了许多关
于这个城市的最初的体验和认识。瞿炜愿意记录下他对这个城市的情感，摊开这19万字的《温州记忆
》，他与你娓娓到来。而配合瞿炜记忆温州的人很多，温籍作家林斤澜认真为其作序，书中与文字交
相辉映的是我市邵度、孙守庄等人拍摄的老温州。这样来“记忆温州”，是交响的，是自然的，也是
郑重的。 
　　   “温州曾经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翻开温州的历史，你才发现这里并不仅仅是一本散逸着传统
水墨画香韵的线装书，却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岩画一般的古朴与天真。这里的人文气息颇耐人寻味，是
除了中原文明的普遍传播外，还有很多与之格格不入的古瓯遗响。这里的文化内涵更有其独特的个性
，虽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支脉实在太过细弱了，却在二十世纪末闪现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叫世人在一
片惊讶的注视下照亮了五洲四海。⋯⋯” 
　　    《温州记忆》全书分四部分。“瓯海潮淙”闲话温州，解读温州方言、看南戏、赏明月、游孤
屿、历永昌；“风华秀逸”中搜寻的是这个城市孕育的。了不起的文化灵魂，叶适、高明、孙诒让、
郑振铎、赵瑞蕻、林夫等等，许多温州人已乘黄鹤去，却为温州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留下了高大的背影
。“雅趣典故”里再一起去逛九山，看看温州的河，温州的桥，温州的井。“韵致风流”里记录下来
的是温州的民俗文化，米人儿、糖人儿，馄饨担与松糕，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孤独的存在，因为诗人曾
经的体验，它们带着一股岁月的醇厚与香甜，穿越纸背而来。
　　
5、　　追寻历史的真相——读瞿炜先生的《温州记忆》 
　　作者：方竹
　　（转载）
　　　　瞿炜先生在《弘一大师的温州踪迹》中说了一段看起来与主题完全不相干的话：“记得有一
年我接待了一批欧洲的音乐家，带他们参观温州市容的时候，我介绍说，这座城市已经有一千年的历
史了，它的城址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这是一座全新的城市，它与中国所有
其他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我一时语塞，我想我拿什么向他们宣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拿什么向他
们展示我们悠久的历史和由我们祖先创建的真正的文明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促成瞿炜写了《温州记忆》这本书——一本有价值的书，可以
经得起时间淘汰的书，也是有看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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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记忆》

　　    如果没有这本书，以及其他类似的书，我们也会提出像那些欧洲音乐家一样的问题。    
　　    如今的温州以个私经济迅猛发展引人注目，以炒房、炒煤的全民运动进入传媒视界。很少有人
提及它还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为它古老的文化而倾倒。
　　    当然这不止是温州的问题，也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就像那些欧洲音乐家说的那样：“中国所有
的城市”“都是全新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一些人至今为此而自豪，也有一些人觉得这里面出了问题。瞿炜先生属于后者。由此，他煞费
苦心，追寻历史的记忆，最终写成这么一本关于温州的人文读本。
　　    我读此书，尤其看那些精美的老照片时，常常想起自己居住的杭州。杭州曾经是六朝旧都，积
淀过大量文化人，历史上从来不乏类似图书，现在也有人拿着各种经费不停地编写，至于是否如瞿炜
先生一样在其中溶入自己的血肉又是另一回事了。杭州的问题是山水依旧而古迹溟然，大量新建筑之
外，还出现了许多仿造的古建筑，它们混同在真正的古建筑中，让历史的面目变得暧昧与含混。
　　    也不能一味说这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杭州无疑与温州一样，面临着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
落。我们需要更多像瞿炜一样的文化人，对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切肤之痛，并极力追寻事物的渊源。
　　    仍用瞿炜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他是这样看自己的故乡温州的：
　　    据说，“天高皇帝远”这句谚语最早始于温州而后才流行开来的，这说明温州人一直就与中央
集权保持着距离，或至少说是具有保持这种距离的愿望。也可见温州偏安于东南一隅的状况。在这片
土地上很少发生战争，两千多年间，倘若有战事，也都是这里的子民为反叛现（当时）政权而进行的
，诸如摩尼教徒的起义、农民的反抗、海盗的攻略或小军阀的割据，其背后都可以看到温州商人的影
子，但所有这些，都很快就被朝廷安抚，商人们最大的能耐就是维护利益的妥协能力。当他们不能以
军事力量，也不能以政治力量见容于主流社会的时候，他们便飘洋过海，以财富和智慧去征服外面的
世界。而当主流社会接纳并纵容他们从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他们则选择了遵从制度，去考取功名，
或偏安一方。这就是八百年以前的温州，和八百年以后的温州。
　　    通过类似的视角，我们不是可以从当今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读出另外的味道吗？既是对历史
的解读，也是对现实的剖析与认识。
　　    顺便说一句，瞿炜先生的文字颇有古风，透出一种今天难得一见的优雅。
　　
　　
　　
6、挺真誠～后半本是飛過的
7、　　“我为什么要写《温州记忆》”
　　
　　作者：瞿炜（转载）
　　
　　坐在这里的有很多学生朋友，我很感动，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是出于对温州的热爱，才来听这个讲
座的。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究竟有没有爱。正是这种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不是一时的冲动，但一定有很多的触动，才会不
自量力地下决心做这样一件事的。因为在温州，研究温州文化政治经济的有很多专家学者，而我只是
一名普通的作者。我要写，正是出于对温州的一份爱。我常常会在市区走走看看，而我看到的，大都
是失望。所以有人说，在我的这本书里看到了伤感。我不是喜欢表达伤感，但有时候你对某一件事或
人爱得太沉重了，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希望在坐的不要伤感，大家都快乐，那样多好。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常常会想起我小时候的温州。因为它们都已经消失了，所以叫人怀念，
如果一切都没有改变，大家熟视无睹，也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虽然说只有新鲜的才是新闻，我也是
一名新闻工作者，但我觉得，有时候消逝了的，旧事重提，也是新闻题材。 
　　    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学业要完成，根本没
有时间在街上游逛。我常常逃学去动物园，去公园，去松台山玩。那时候我觉得温州真是有很多好玩
的地方，我想，我对温州的感情，也正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因为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快乐的童年对
一个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那时候松台山上有鼓词演唱，我与我弟弟常常站在边上听，听得入迷。松
台山下有一口八角井，边上住着很多人家，妇女们在水井边上打水洗衣服，很热闹的，边上还有一个
出租小人书的小摊，花两分钱就租一本，可以坐在石阶上看很长时间。很多世界名著我就是在那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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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记忆》

到的。现在八角井被一个喷泉圈在松台广场上，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保护还是破坏。 
　　  说起温州的井，那是有很多话题的。古代的时候，温州有二十八口井，据说是对应天上的二十
八星宿。这只是象征意义。说白了是很有效解决了当时温州市民的吃水问题。虽然这问题在1600年前
解决了，但如今我们的吃水问题依然还是个问题。这些内容我都写在《温州记忆》这本书里，这里就
不讲了。温州的建城很有意思，是有讲究的，这讲究不是我们现在热衷的风水，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
为什么对古代的风水迷信那么在意，包括政府部门。因为这种个人意识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政府部门
的建设理念，而成为愚昧的集体的意识。这里面肯定出问题了，这问题大概就是，人们太缺失文化。
如果说是个人行为倒还可以理解或原谅，但如果政府行为，就不可原谅了。我这样说，搞风水的人一
定要有意见了。其实建筑温州的郭璞就是一个占卜专家，他比我们现在的所谓风水先生有学问多了，
而他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城，可没有什么风水的讲究，而是贯彻了他的哲学、军事思想。温州建城
有1600年的历史了，但温州的城址从来没有改变，这在世界建城历史上是少有的。我们知道，现在的
北京、西安、罗马、雅典，这些古老的大城市，在千百年间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都不是在原来的地址
。我们在历史书上常常看到，在某一个著名的城市后面都有一个括弧，注明现在的位置，大约在哪里
附近。但温州一直没有改变过。温州城中有山有水，所以郭璞建城的时候提出“连五斗之山，通五行
之水”，凿二十八口井，使温州成为易守难攻的坚固城池，干旱时供水充足，水涝时泄洪迅速。不像
现在，一到大雨，到处积水。 
　　    在我的感觉中，温州是美丽的。我最初觉得她美丽，是在五马街上。小时候我就住在那里附近
，我常常一个人在街上闲逛，喜欢看那些老房子。我对老房子很有兴趣，我觉得这些房子怎么就这样
漂亮，看现在的房子我就没有感觉。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房子不造成那样呢？是不是造
不出来？走在那些漂亮的老房子边上，我好像觉得自己走在童话的世界。后来我写过一篇小说，就是
以五马街为背景的。从写那篇小说开始，我渐渐意识到，为什么不写写温州，向人们展示一下温州的
美丽？ 
　　促成我这个念头的还有很多事。东北的两位著名作家阿成、范震飚来温州，我陪同的，他们想看
看老温州的样子，或者哪怕是那种江南水乡的影子也好。我只有带他们看看老房子，那些很漂亮的老
房子都快要拆迁了，他们看着，都觉得可惜，但大势所趋，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呼吁而已。那天
是晚上，他们一边欣赏，一边就惋惜，范先生还说，自己好像在格林童话中，真漂亮。我就想，他们
都替我们惋惜，而我们自己好像还毫无知觉。等老房子都拆完了，我们再想到就太迟了。造一所房子
对以前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他们不惜花钱，总是要漂亮，要气派，要舒适，还有各种讲究，不是随
随便便的。我们今天要保留它们，不是说这房子有多重要，主人有多显赫，而是因为它往往代表了一
种文化，一种生活状态，一段历史面貌。当然那些文化名人的故居不一样，尽管简陋，也要保护。可
是温州出了这么多文化名人，故居却几乎都没有保护。 
　　还有一次，我接待一群欧洲的音乐家，我向他们介绍温州有1600年的历史，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
市。可是他们很茫然地看着我说，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啊，高楼大厦，与别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回
头想想，确实是这样，温州就像一个暴发户。我们几乎所有古老的东西都破坏得差不多了。 
　　    还有一次，著名诗人雷抒雁到温州，也是我陪同，他说起南北朝的谢灵运，说起池上楼，他很
想去看看。我带他去了。那时池上楼还没有装修，破破烂烂，雷抒雁先生还是饶有兴趣地抚摸着月带
桥的栏杆，很高兴。 
　　有很多时候，遇见外地的朋友，他们总是喜欢向我询问一些有关温州的问题，问题最多的是温州
人为什么会做生意，还有就是温州有趣而独特的方言。关于温州方言，是很有讲究的，那是语言学的
东西，其实轮不到我来说。但因为有趣，也不妨说一些有趣的事情，这可是作家来做的事情了。还记
得有一年，我与我的一位同事去上海参加一个国际活动的采访。因为周边都是外国人，我们在中间又
说着温州话，谁也听不懂，所以有人就向我们兜售外汇，总是跟着我们要换美元之类的，所到之处都
受到外宾一样的接待。还有一次，全国晚报的记者在温州开会，我代表主办单位，一直参加。会餐的
时候上来一道炖鸭，外地的记者朋友问我，鸭子温州话怎么讲？我说，叫：啊。大家听了很又兴致，
纷纷叫着：啊，啊。结果成了啊声一片。我在这本书里写了有关温州方言的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有
一位很著名的温籍小说家林斤澜老先生写过一本小说，题目叫《矮凳桥的风情》，讲的是温州的故事
，其中就运用了很多温州方言的词汇，在全国的文坛引起过震动。现在还有一位温州青年作家相国，
最近也用温州方言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巷弄夹儿里的天空》，也很有意思。 
　　有人说，温州人会做生意，就像犹太人。于是我们往往以“中国的犹太人”自居了。而我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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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你说像犹太人也未免不可，但会做生意的，还有阿拉伯人呢。犹太人虽然天天在
和阿拉伯人打战，其实论种族，他们同属于一个闪族。他们能做生意，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存环
境有很大的关系。据我的考察，我觉得温州与古代爱琴海流域的古希腊城邦文化有相似的地方，我们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在古代陆地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选择从海路航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途
径。而海上交通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我们营造了一种与中原起源于内陆的农耕文化相区别的
海洋文化特征，还有我们的永嘉学派的思想在本地的传播，善于贸易成为这一方水土的人们的特色。
这在我的书里都有具体的阐述，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多年以来，温州名声在外，但这名声中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人们说温州人会做生意，甚至有人说
我们温州人只会做生意，而且会做假冒的东西，连头发都是空心的。谁知道温州也是有过辉煌文化的
地方呢？而这就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构建温州的文化，为我们的未来，为
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样有价值的东西。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8、还行吧
9、那一声声敲杆的馄饨,酒席上的米人儿,松台山下的八角井，
我们的童年还在脑海,但城市被填埋了....
10、咖啡厅里的书
11、关于吃的方面介绍太少了.因为很多现在都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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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追寻历史的真相——读瞿炜先生的《温州记忆》 作者：方竹（转载）　　瞿炜先生在《弘一大师
的温州踪迹》中说了一段看起来与主题完全不相干的话：“记得有一年我接待了一批欧洲的音乐家，
带他们参观温州市容的时候，我介绍说，这座城市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它的城址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这是一座全新的城市，它与中国所有其他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我一
时语塞，我想我拿什么向他们宣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拿什么向他们展示我们悠久的历史和由我们
祖先创建的真正的文明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促成瞿炜写了《温州记忆》这本书—
—一本有价值的书，可以经得起时间淘汰的书，也是有看头的书。    如果没有这本书，以及其他类似
的书，我们也会提出像那些欧洲音乐家一样的问题。    如今的温州以个私经济迅猛发展引人注目，以
炒房、炒煤的全民运动进入传媒视界。很少有人提及它还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为它古老的文
化而倾倒。当然这不止是温州的问题，也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就像那些欧洲音乐家说的那样：“中国
所有的城市”“都是全新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一些人至今为此而自豪，也有一些人觉
得这里面出了问题。瞿炜先生属于后者。由此，他煞费苦心，追寻历史的记忆，最终写成这么一本关
于温州的人文读本。我读此书，尤其看那些精美的老照片时，常常想起自己居住的杭州。杭州曾经是
六朝旧都，积淀过大量文化人，历史上从来不乏类似图书，现在也有人拿着各种经费不停地编写，至
于是否如瞿炜先生一样在其中溶入自己的血肉又是另一回事了。杭州的问题是山水依旧而古迹溟然，
大量新建筑之外，还出现了许多仿造的古建筑，它们混同在真正的古建筑中，让历史的面目变得暧昧
与含混。也不能一味说这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杭州无疑与温州一样，面临着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
失落。我们需要更多像瞿炜一样的文化人，对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切肤之痛，并极力追寻事物的渊源。
仍用瞿炜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他是这样看自己的故乡温州的：据说，“天高皇帝远”这句谚语
最早始于温州而后才流行开来的，这说明温州人一直就与中央集权保持着距离，或至少说是具有保持
这种距离的愿望。也可见温州偏安于东南一隅的状况。在这片土地上很少发生战争，两千多年间，倘
若有战事，也都是这里的子民为反叛现（当时）政权而进行的，诸如摩尼教徒的起义、农民的反抗、
海盗的攻略或小军阀的割据，其背后都可以看到温州商人的影子，但所有这些，都很快就被朝廷安抚
，商人们最大的能耐就是维护利益的妥协能力。当他们不能以军事力量，也不能以政治力量见容于主
流社会的时候，他们便飘洋过海，以财富和智慧去征服外面的世界。而当主流社会接纳并纵容他们从
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他们则选择了遵从制度，去考取功名，或偏安一方。这就是八百年以前的温州
，和八百年以后的温州。通过类似的视角，我们不是可以从当今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读出另外的味
道吗？既是对历史的解读，也是对现实的剖析与认识。顺便说一句，瞿炜先生的文字颇有古风，透出
一种今天难得一见的优雅。
2、一个人的“老温州”（转载自温州日报）近日，我市作家瞿炜的专题散文集《温州记忆》由成都
时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分“瓯海潮踪”“风华秀逸”“雅趣典故”“韵致风流”四辑，收集了一则则
讲述记忆中温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掌故、市井风俗的文章，淡黄色封面装帧俨然象征了作者那在岁月
沉淀下，变得发黄的故乡记忆。也许是为了照应这是一本讲述温州的书，该书的前言也是由温籍著名
小说家林斤澜题写，书里配发了大量黑白照片，其中涉及老温州市井景观的，也大都是由我市摄影家
邵度、孙守庄等人拍摄，甚至连该书的策划也是我市的“纸鱼文化”公司，可以说是一本彻头彻尾的
温籍图书。翻开《温州记忆》，温州的特产有方言、南戏，温州的名人有叶适、高明、苏步青、朱自
清，温州的市井风貌有九山、河、桥、井、园林、寺庙，温州的风景有江心屿、南雁荡山、永昌堡，
温州的民间手艺与小吃有剪纸、馄饨、糖糕，林林总总，作者搜集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点滴感受，描
摹出一个个人心目中的“老温州”，读来令本地人怀旧感慨，令外来人员得悉一座千年古城的过去模
样。
3、《温州记忆》——一个人的心灵温州  温州晚报2005-9-22文化版头条刊发文章介绍《温州记忆》 （
转载）本报讯 （包璇漪） 温州不是一个人的，但它在我们各自的心灵史上却是独独一个。温州是现
代的，温州又是历史的。每个温州人从自己的角度审视体验乡土，就有了一个人的心灵温州。关于生
于斯长于斯的江南小城，温州诗人瞿炜的心灵体验在他37岁时汇成了《温州记忆》，由温州出版人“
纸鱼策划”推出。这一部心灵的记忆，有的是朴素淡黄的封面，熨贴诗性的文字，还有黑白分明却带
着我们大多数人集体记忆的老照片。 这是一个人对于温州的过去的一种还原。自古以来，外界对温州
就有许多误读，温州从来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即便是我们这些沉浸在它的时光和节奏当中的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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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走来，也已经遗失了许多关于这个城市的最初的体验和认识。瞿炜愿意记录下他对这个城市的情感
，摊开这19万字的《温州记忆》，他与你娓娓到来。而配合瞿炜记忆温州的人很多，温籍作家林斤澜
认真为其作序，书中与文字交相辉映的是我市邵度、孙守庄等人拍摄的老温州。这样来“记忆温州”
，是交响的，是自然的，也是郑重的。 “温州曾经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翻开温州的历史，你才发现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本散逸着传统水墨画香韵的线装书，却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岩画一般的古朴与天真。
这里的人文气息颇耐人寻味，是除了中原文明的普遍传播外，还有很多与之格格不入的古瓯遗响。这
里的文化内涵更有其独特的个性，虽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支脉实在太过细弱了，却在二十世纪末闪现
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叫世人在一片惊讶的注视下照亮了五洲四海。⋯⋯” 《温州记忆》全书分四部分
。“瓯海潮淙”闲话温州，解读温州方言、看南戏、赏明月、游孤屿、历永昌；“风华秀逸”中搜寻
的是这个城市孕育的。了不起的文化灵魂，叶适、高明、孙诒让、郑振铎、赵瑞蕻、林夫等等，许多
温州人已乘黄鹤去，却为温州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留下了高大的背影。“雅趣典故”里再一起去逛九山
，看看温州的河，温州的桥，温州的井。“韵致风流”里记录下来的是温州的民俗文化，米人儿、糖
人儿，馄饨担与松糕，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孤独的存在，因为诗人曾经的体验，它们带着一股岁月的醇
厚与香甜，穿越纸背而来。
4、其实你还不懂温州——读《温州记忆》（转载自温州晚报） 　　谈温必言商，这说明你其实还不
懂温州。 　　某天，一个外星人在中国降落被俘，围上一群人，大家七嘴八舌。一个北京人说，把他
带到研究所去，研究一下他和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一个上海人说，还是先把他弄到上海，举办
一场外星人展览；一个东北人接上话，先调查这个外星人来中国有啥动机？一个广东人说，我有约在
先，这个外星人最后让我带到广州，吃在广州嘛⋯⋯这时，一个温州人拨开人群使劲挤进去，大声说
：且慢！先让我来问问他，在你们那个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这当然是酒桌上的一个笑话了。
虽然能反映温州人性格的某一面，但这也是一个被误读的温州。今日之温州是一座文名被商名所掩盖
的城市。今日之温州大江南北皆知，今日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但这背后正是一种文化、
一个精神的写照。没有千年文化的沉淀，就没有今日温州之辉煌。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温州的深藏
的一面呢？知道那深深渗透在温州人血液中、性情里的文化基因呢？ 　　当我捧读这本新出版的《温
州记忆》时，我感到了震撼、自豪和惆怅。 　　“温州曾经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翻开温州的历史，
你才发现这里并不仅仅是一本散逸着传统水墨画香韵的线装书，却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岩画一般的古朴
与天真。这里的人文气息颇耐人寻味，是除了中原文明的普遍传播外，还有很多与之格格不入的古瓯
遗响。这里的文化内涵更有其独特的个性，虽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支脉实在太过细弱了，却在二十世
纪末闪现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叫世人在一片惊讶的注视下照亮了五洲四海。” 　　如果有幸生活在近
代，“只要你走进这座城市，便无处不深深地感受到仿佛《清明上河图》一般的民俗画的风情，青瓦
老街，庭院深深，曲折的小巷仿佛永无尽头，却在你快要绝望的时候柳暗花明，一片新的天地豁然出
现在你的面前。” 　　温州是一座多么优雅的江南小城。 　　就连温州话里，还保留着很多古汉语
中典雅的词汇。举个例子，日子过得不顺心，老温州人就会说“忧兮忧”，富有诗意。在《水浒传》
等名著里，我们能寻到当下温州话的传承。温州话的雅致还被保留在了中国最早的戏剧——南戏上。
由南戏转变而来的昆曲， 　　现在已是一种天堂上的歌声。 　　温州的商人誉满全球，温州的文人
也是闻名中外。这里的人们精打细算不仅表现在生意场上，更出现在学术研究上。温州是数学家之乡
。苏步青、谷超豪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数学方面，温籍教授有二百来位，其中约有三十
多位担任过著名大学数学系主任或数学研究所负责人。值得温州人自豪的更有光大“永嘉学派”的叶
适、“南曲之祖”的高则诚、“三百年绝等双”的孙诒让、“词学宗师”夏承焘、一代考古学家夏鼐
⋯⋯温州留下了弘一法师、朱自清、郁达夫们的踪迹。在张爱玲眼中，“温州城就像宝珠在发光”。 
　　还有温州的山、温州的河、温州的桥、温州的庙、温州的井、温州的老房子、温州的饮食、温州
的剪纸⋯⋯无不蕴涵着一种智慧和生机。 　　这是一篇篇“瓯风雅韵”。 　　从《温州记忆》这本
书里，我读到了另一个温州，一个被还原的真实温州，一个可爱的温州。
5、“我为什么要写《温州记忆》”作者：瞿炜（转载）坐在这里的有很多学生朋友，我很感动，因
为我相信你们都是出于对温州的热爱，才来听这个讲座的。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
究竟有没有爱。正是这种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不是
一时的冲动，但一定有很多的触动，才会不自量力地下决心做这样一件事的。因为在温州，研究温州
文化政治经济的有很多专家学者，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作者。我要写，正是出于对温州的一份爱。我
常常会在市区走走看看，而我看到的，大都是失望。所以有人说，在我的这本书里看到了伤感。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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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喜欢表达伤感，但有时候你对某一件事或人爱得太沉重了，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希望在坐的不要伤
感，大家都快乐，那样多好。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常常会想起我小时候的温州。因为它们都已经消
失了，所以叫人怀念，如果一切都没有改变，大家熟视无睹，也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虽然说只有新
鲜的才是新闻，我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但我觉得，有时候消逝了的，旧事重提，也是新闻题材。 小
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学业要完成，根本没有时间在
街上游逛。我常常逃学去动物园，去公园，去松台山玩。那时候我觉得温州真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想，我对温州的感情，也正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因为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快乐的童年对一个孩子
的成长非常重要。那时候松台山上有鼓词演唱，我与我弟弟常常站在边上听，听得入迷。松台山下有
一口八角井，边上住着很多人家，妇女们在水井边上打水洗衣服，很热闹的，边上还有一个出租小人
书的小摊，花两分钱就租一本，可以坐在石阶上看很长时间。很多世界名著我就是在那里读到的。现
在八角井被一个喷泉圈在松台广场上，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保护还是破坏。 说起温州的井，那是有很
多话题的。古代的时候，温州有二十八口井，据说是对应天上的二十八星宿。这只是象征意义。说白
了是很有效解决了当时温州市民的吃水问题。虽然这问题在1600年前解决了，但如今我们的吃水问题
依然还是个问题。这些内容我都写在《温州记忆》这本书里，这里就不讲了。温州的建城很有意思，
是有讲究的，这讲究不是我们现在热衷的风水，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为什么对古代的风水迷信那么在
意，包括政府部门。因为这种个人意识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建设理念，而成为愚昧的集体
的意识。这里面肯定出问题了，这问题大概就是，人们太缺失文化。如果说是个人行为倒还可以理解
或原谅，但如果政府行为，就不可原谅了。我这样说，搞风水的人一定要有意见了。其实建筑温州的
郭璞就是一个占卜专家，他比我们现在的所谓风水先生有学问多了，而他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城，可
没有什么风水的讲究，而是贯彻了他的哲学、军事思想。温州建城有1600年的历史了，但温州的城址
从来没有改变，这在世界建城历史上是少有的。我们知道，现在的北京、西安、罗马、雅典，这些古
老的大城市，在千百年间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都不是在原来的地址。我们在历史书上常常看到，在某
一个著名的城市后面都有一个括弧，注明现在的位置，大约在哪里附近。但温州一直没有改变过。温
州城中有山有水，所以郭璞建城的时候提出“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凿二十八口井，使温州成
为易守难攻的坚固城池，干旱时供水充足，水涝时泄洪迅速。不像现在，一到大雨，到处积水。 在我
的感觉中，温州是美丽的。我最初觉得她美丽，是在五马街上。小时候我就住在那里附近，我常常一
个人在街上闲逛，喜欢看那些老房子。我对老房子很有兴趣，我觉得这些房子怎么就这样漂亮，看现
在的房子我就没有感觉。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房子不造成那样呢？是不是造不出来？走
在那些漂亮的老房子边上，我好像觉得自己走在童话的世界。后来我写过一篇小说，就是以五马街为
背景的。从写那篇小说开始，我渐渐意识到，为什么不写写温州，向人们展示一下温州的美丽？ 促成
我这个念头的还有很多事。东北的两位著名作家阿成、范震飚来温州，我陪同的，他们想看看老温州
的样子，或者哪怕是那种江南水乡的影子也好。我只有带他们看看老房子，那些很漂亮的老房子都快
要拆迁了，他们看着，都觉得可惜，但大势所趋，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呼吁而已。那天是晚上，
他们一边欣赏，一边就惋惜，范先生还说，自己好像在格林童话中，真漂亮。我就想，他们都替我们
惋惜，而我们自己好像还毫无知觉。等老房子都拆完了，我们再想到就太迟了。造一所房子对以前的
人来说是天大的事，他们不惜花钱，总是要漂亮，要气派，要舒适，还有各种讲究，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今天要保留它们，不是说这房子有多重要，主人有多显赫，而是因为它往往代表了一种文化，
一种生活状态，一段历史面貌。当然那些文化名人的故居不一样，尽管简陋，也要保护。可是温州出
了这么多文化名人，故居却几乎都没有保护。 还有一次，我接待一群欧洲的音乐家，我向他们介绍温
州有1600年的历史，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可是他们很茫然地看着我说，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啊，
高楼大厦，与别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回头想想，确实是这样，温州就像一个暴发户。我们几乎所有
古老的东西都破坏得差不多了。 还有一次，著名诗人雷抒雁到温州，也是我陪同，他说起南北朝的谢
灵运，说起池上楼，他很想去看看。我带他去了。那时池上楼还没有装修，破破烂烂，雷抒雁先生还
是饶有兴趣地抚摸着月带桥的栏杆，很高兴。 有很多时候，遇见外地的朋友，他们总是喜欢向我询问
一些有关温州的问题，问题最多的是温州人为什么会做生意，还有就是温州有趣而独特的方言。关于
温州方言，是很有讲究的，那是语言学的东西，其实轮不到我来说。但因为有趣，也不妨说一些有趣
的事情，这可是作家来做的事情了。还记得有一年，我与我的一位同事去上海参加一个国际活动的采
访。因为周边都是外国人，我们在中间又说着温州话，谁也听不懂，所以有人就向我们兜售外汇，总
是跟着我们要换美元之类的，所到之处都受到外宾一样的接待。还有一次，全国晚报的记者在温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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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我代表主办单位，一直参加。会餐的时候上来一道炖鸭，外地的记者朋友问我，鸭子温州话怎么
讲？我说，叫：啊。大家听了很又兴致，纷纷叫着：啊，啊。结果成了啊声一片。我在这本书里写了
有关温州方言的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有一位很著名的温籍小说家林斤澜老先生写过一本小说，题目
叫《矮凳桥的风情》，讲的是温州的故事，其中就运用了很多温州方言的词汇，在全国的文坛引起过
震动。现在还有一位温州青年作家相国，最近也用温州方言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巷弄夹儿里的天
空》，也很有意思。 有人说，温州人会做生意，就像犹太人。于是我们往往以“中国的犹太人”自居
了。而我也常常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你说像犹太人也未免不可，但会做生意的，还有阿拉伯人呢。犹
太人虽然天天在和阿拉伯人打战，其实论种族，他们同属于一个闪族。他们能做生意，与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据我的考察，我觉得温州与古代爱琴海流域的古希腊城邦文化有相
似的地方，我们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在古代陆地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选择从海路航行，应该
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而海上交通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我们营造了一种与中原起源于内陆的农
耕文化相区别的海洋文化特征，还有我们的永嘉学派的思想在本地的传播，善于贸易成为这一方水土
的人们的特色。这在我的书里都有具体的阐述，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多年以来，温州名声在外，但这
名声中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人们说温州人会做生意，甚至有人说我们温州人只会做生意，而且会做假
冒的东西，连头发都是空心的。谁知道温州也是有过辉煌文化的地方呢？而这就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事
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构建温州的文化，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样有价值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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