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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

国庆假日，我回了趟咸祥，那儿是我
的祖籍地。

过去，鄞州区的版图像一只张开双翅的
蝴蝶，咸祥就长在东边的翅膀上，面向着大
海。小时候整个暑假都在爷爷奶奶家撒野，
如今一年到头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因而我对
咸祥不能说不熟悉，但也称不上熟知。咸祥
的变化发展，在我的眼中是跳跃着前进的。

最早，从我家去咸祥要坐大巴。那时我
极容易晕车，就坐在窗边开一道小小的缝，
口鼻紧贴着缝隙，任急速的风将鼻头吹得冰
冰凉。后来，咸祥通了公交，620路公交车2
小时直达。家里买了汽车后，从我家开车到
咸祥正好1个小时。2012年，宁波到象山港
大桥的连接线通了，如今，我们经过高速到
咸祥只需花半个小时。

进入咸祥，眼前是刚刚建成的高楼，宽
敞平坦的道路，整齐的沿街店铺，崭新的公
交站台和统一的路灯，整个小镇颜值颇高。
不知何时，通往爷爷奶奶家的巷子里还有了
墙绘，浅黄色的底上印着的“咸集海岳，祥
和人文”八个字，为这条曾经黑漆漆的小巷
子涂抹上了文化的色彩。据了解，整项街景
改造工程，总投资8000余万元。

更令我感到陌生与新鲜的是焕然一新的
咸祥河。

爷爷告诉我，很早以前咸祥河充满了乐
趣：“你爸爸小时候常常到河里游泳、钓虾、
摸螺蛳，天冷的时候鱼比较呆，就可以去河里
抓鱼。”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企业排
污，河岸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再加上河水流动
性差等问题，咸祥河的水质变得令人皱眉。

直到去年3月，咸祥镇投入1.7亿元，大
刀阔斧地进行了“母亲河”整治行动。河水
全部抽干进行清淤，家家户户的污水接入管
道集中处理。经过重新治理，现在的咸祥河
河水清澈，河边还建起了木栈道。木栈道长

达2.5公里，沿途有花箱、路灯、座椅和垃圾桶，两侧房屋经过了重
新的粉刷，丰富多彩的墙绘映衬着树木，有些还做出了3D效果，一
路上的具有咸祥特色的墙绘为咸祥增添了不少雅趣，特别适合晚间
饭后放空脑袋来散个步。

好看的皮囊别具一格。经过环境治理，整个咸祥一下子大变样
了，连气质都有了大大的提升，或许可以作为其他乡镇村容村貌建
设的一款样板。

中午，在爷爷奶奶家中吃过了最新鲜的海鲜后，奶奶又像往常
一样问：“荡街（逛街）去吗？”这里说到的街，便是承载着无数咸
祥人生活记忆的咸祥老街。

咸祥老街东起王家弄，西至后宅河头，宽不过十米，共百余米
长，却是咸祥曾经最热闹的地方。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有可以拧掉
胳膊的芭比娃娃，有五毛钱一本的填色画本，还有可以随意组装的
塑料小赛车，我还曾在街上买到过一件胸前印着“耐克”、背后印着

“阿迪达斯”、手臂上印着“卡帕”的“大牌”运动服。曾经，商铺
林立的咸祥老街溢满了市井的气息，来来往往的乡民们在这条路上
留下了生活的痕迹。

而今，老街街口打造了新的门头，华美如景区入口，咸祥的商贸
中心则向外扩散开去。主路两侧，衣有安踏、耐克等品牌店，食有西点
蛋糕、奶茶小吃，沿街林立的手机卖场争相揽客，令小镇热闹非凡。

变迁后的老街，更显古朴与静谧。穿过老街，往东方向，拐过几
个弯，我们走到了马友友的祖居。“世界第一大提琴手”马友友的祖
居就位于咸二村后道路13号，建于清代。马家是望族，房屋主体坐
北朝南，占地面积198平方米，是一座重檐硬山顶楼房。2015年，咸
祥镇对马友友祖居进行了修缮，修缮后的马友友祖居中，陈列了马家
的发家史，马友友的成长历程等资料，成为了咸祥的文化地标之一。

听爷爷说，2014年4月，咸祥镇中心小学还设立了“小友友”大
提琴社团，不但马友友的故事在镇里更响亮了，农村孩子们接触高雅
艺术的机会也更多了。未来，在镇上还将建成音乐剧场。爷爷笑着
说：“指不定以后阿拉咸祥，还会出好几个‘马友友’呢。”

咸祥人文蔚然，集日月之光华的大松石成就了篆刻名家，河西24间
走马楼基本完成了重修，上个月中秋节刚举行的“八月半渔棉会”万人空
巷；咸祥人才渊薮，勤政爱民的县令杨懿，为水利事业心力交瘁的朱国
选，献身革命的舒阿芳、舒定山、舒阿林，爱国人士朱秀芳，以及国际大
提琴名家马友友、重彩画之父蒋铁峰等名人为咸祥增添了亮眼的光芒。

文化不会过时。没想到，咸祥这个在我记忆中逛无可逛的乡村
小镇，经过内涵的深挖，竟也有了如此多精彩绝伦的可能性。

经过整治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

丰富多彩的墙绘增添了不少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