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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兰精灵地方号”二维码
浏览更多兰溪地方资讯

从一粒黄豆到一滴酱油需要多
久？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在兰溪市游
埠古镇，游埠酱坊里的三伏酱油正享受
着一年一度最好的“日光浴”。

游埠有三口“宝缸”，分别是酱缸、
酒缸和染缸。这三缸，养活了一代又
一代的游埠人。游埠酱坊从光绪三十
年（1904）创办至今，已有 120 年历
史。如今，经营这家酱坊的是一对90
后夫妻——妻子陈凌与丈夫杨大成。

兰溪“三伏老油”传统酿造技艺是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酱坊也成了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基地，
陈凌则是兰溪“三伏老油”酿造技艺传
承人。

一走进酱坊，便闻到空气中弥漫着
浓烈的酱油香气，是大豆与小麦发酵
后，自然散发出的酱香风味。晒场上，
一排排陶制大缸整齐地摆放着，有的缸
口盖着竹制大斗笠，像是戴了顶帽子。

在晒场上，记者见到了戴着草帽

的杨大成。他拿着水瓢，来到一口酱
缸前，轻轻划开表面的盐花，发出“沙
沙”的酥脆声，搅动几下后，捞起一勺
酱油，倒下的瞬间，宛如一道瀑布，阳
光照射下，红褐色的酱油显得十分透
亮，独特的咸香味扑鼻而来。这便是
酱坊的招牌三伏酱油。

三伏酱油又叫三伏老油，从名字
上不难发现，酱油和三伏天有关。正
宗的三伏酱油至少需要经过一个三伏
天的曝晒。三伏天正是晒酱油的好时
候。白天，酱坯充分享受着“日光浴”，
酱缸中的微生物迅速发酵；夜晚，热气
散去，酱味开始浓缩。只有经过反复
的日晒夜露，酱油才会红亮清澈，酱香
浓郁持久。

自从酱坊的老师傅退休后，杨大
成这个酿制酱油的新师傅就开始上岗
了。提起三伏酱油的制作，他讲得头
头是道：“制作工序其实很简单，主要
是费时间和精力，每天都要照顾。”杨
大成说，三伏酱油与其他酱油的不同
之处在于时间的沉淀，只有经历过春
酿、夏晒、秋取、冬藏，三伏酱油才能发
挥出它最极致的风味。

三伏酱油采用古法酿制，黄豆要经
过浸泡、蒸煮、制曲、发酵和曝晒五个步
骤，其中制曲是关键，酱油风味的好坏
全看制曲成功与否。“制曲，我们土话叫

‘拍酱黄’，要一直盯着菌丝的生长情
况，每隔两三个小时翻一次曲，梅雨季
节最省心，菌丝一般长得很好。”

因为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
酱油的保存靠的是盐，这就要求曝晒
必须到位。“没晒够，会导致酱油盐度
低，不易保存。当表面结出厚厚的盐
花时，说明酱油已经成熟了。”杨大成

表示，四缸原料只能出一缸酱油。正
所谓浓缩才是精华。

据了解，游埠酱坊的前身是“方豫
丰酱园”，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
当时兼营酒坊。民国二年（1913），获得
过由两浙盐运使司颁发的“官酱园”司
烙印牌。曾经辉煌的酱坊，在陈凌接手
时，经营状况并不太好。

“她接手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做
酱油，而是借钱修房子。”杨大成告诉记
者，酱坊从创办至今，一直都在这里，老
房子早就破旧不堪。“当时，师傅的工资
都发不出，还要借钱修房子呢。”

2014年，初到游埠接手酱坊时，
陈凌觉得很新鲜。“除了工作有点辛
苦，生活还是很满意的，很悠闲，老师、
同学和朋友经常过来看我，在这里我
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转眼间，已经
过去了10年。

10年，游埠酱坊的变化很大，从原
先经营不善到现在酱油供不应求，酱
坊也成了游客打卡地。变化的还有陈
凌，她从对酱油一窍不通变成了做酱
油的老师傅，还教会了丈夫做酱油，并
且收了徒弟。

过去，兰溪三伏酱油名气十分响
亮。清末、民国时期，与金华火腿、金华
酒齐名；1939年，还荣获了巴拿马太平
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游埠酱坊创办时，
头块招牌名叫“方豫丰”，也叫“伏天
泰”，当时卖得最好的就是三伏酱油。

酱香不怕巷子深。随着游埠古镇
旅游业的日益火热，再加上三伏酱油
自身的好品质与积攒的好名气，游埠
酱坊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坚守百年酱坊里的“酱香”

90后夫妻在游埠老街做酱油

通讯员 徐桢瑾 陈 斌

导报讯 近日，“数字漫游金大宗
祠”作品在兰溪市诸葛镇长乐村流传
开来。宗祠内的一砖一瓦，村民熟悉
的斗拱、抱鼓石，都被“装”在了小小的
屏幕之中，这一创新之举赢得了大家
的一致好评。长乐村党支部书记金庆
丰对此赞不绝口：“这不仅是历史与现
实的交汇，也是穿越百年与文物的对
话”。

据了解，长乐村是首批以整村为
单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
明清古建筑126处。

这些建筑是村落传统文化的瑰
宝。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更好
地保护利用这些古建筑，成为亟待解
决的一大难题。日前，浙江师范大学
设计与创意学院“乐创长乐”暑期实践
队，在省文化特派员、浙江师范大学设
计与创意学院副教授梁燕莺的带领

下，立足专业，利用数字技术，赋予了
长乐古建筑新的生命，开启了“筑梦长
乐，加‘数’前行”的创新之旅。

在老师的指导下，实践队员细致
入微地测量这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
古建筑的每一段尺寸，精心描绘其每
一处细节。在古建专家的多轮指导
下，他们终于成功完成了金大宗祠的
高精度数字复原工作。随后，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让这些古建筑“活”了起
来。只要扫一扫二维码，便能身临其
境地穿梭于金大宗祠建筑之中，感受
那份跨越时空的震撼与美丽。

长乐村曾有一座被誉为“江南黄
金屋”的珍宝——望云楼。实践队员
运用前沿的数字技术，对望云楼遗址
进行详细勘测，多次拜访相关部门和
当地村民，搜集望云楼的历史资料和
信息，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数字化复
原。无论是雕梁画栋的精细纹理，还
是飞檐翘角的独特造型，都被转化为

数字模型。这一成果不仅实现了对古
村落的数字化呈现，让更多人有机会
了解和关注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更
是以数字画笔形式完成了村民们多年
的心愿。

实践队员深知，古建筑不仅是砖
石木料的堆砌，更是文化的载体和精
神的寄托。因此，在古建筑数字化复
原过程中，实践队员通过与村民访谈、
查阅族谱、实地调研等方式，挖掘古建
筑背后的历史文化，将古建技艺、北山
四先生金履祥等长乐村传统文化融入
数字产品中，在互动体验中不仅能欣
赏到古建的外观之美，更能深刻感受
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实践队员还将现代审
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既保留
古韵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创作品，包
括长乐村标、IP形象、研学地图、古建
互动模型等，为长乐古建文化的传播
注入了新的活力。

数字技术让长乐古建筑“活”了起来
扫一扫二维码，便能身临其境地穿梭其中

记者 沈冰珂 通讯员 郑 皓

导报讯 近日，兰溪市马涧镇社工站发
起夏日送清凉活动，为镇里的残障人士送去
关怀。

活动当天，一支由社工、康复师等人员
组成的队伍，带着慰问品走访了马涧残疾人
之家，为残障人士送去了西瓜。

在残疾人之家，大家认真倾听残障人士
讲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社工在一旁细心
地记录下他们的需求与愿望，尽心尽力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随行的康复师为
每位残障人士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并根
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

马涧镇：

夏日送清凉
通讯员 叶伟康

暑期防溺水
灵洞乡：

导报讯 近日，兰溪市灵洞乡在上下郭村
文化礼堂举办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讲
座，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安全意识，丰富他们
的假期生活。

现场，志愿者讲解了如何识别危险水域、
正确使用救生设备，以及遇到溺水情况时的
自救与互救技能，并播放了动画“防溺水三字
经”，通过这种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让
防溺水这根弦绷得更紧。

“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暑假里，我们家
长最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通过讲座让孩子
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我们也放
心多了。”一位小学生家长说。

通讯员 郭艺群 郭惠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