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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奉化竹产业
我区竹产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为了适应海

洋捕捞业对漂浮材料的需要，奉化竹农就广泛培养渔用“大

毛筒”。1957年，原岩头石门村一株眉围 54厘米、重达 125
公斤的“大毛筒”曾在北京中国农业博览馆和俄罗斯莫斯科

万国博览会上先后展出；1996年，原萧王庙袁家岙村的一

株眉围 60厘米、重达 150公斤的“大毛筒”再次在北京中国

农业博览馆展出。

竹纸是奉化竹产业的一部分。据清嘉靖《奉化县图志·土

产》以及《棠溪江氏宗谱》记载，棠岙在明正德九年(1514年)就
从江西引进竹纸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大堰、箭岭、董李等地

也从福建传入了竹纸生产技术。此后，盛产毛竹的山区制纸

之风渐盛。清康熙年间，箭岭村的真皮纸曾闻名于世。

到了清光绪年间，奉化又诞生了翻簧竹刻，用本地特有

的大毛竹去掉青皮，再分层开剥，翻出竹簧，再经手工造型、

彩绘、雕刻、油漆等加工成综合性手工艺品。花色品种繁多，

有花瓶、镜框、提篮、台灯、笔筒、棋盘、茶盆、竹根佛像、小型

屏风等，实用美观，风格独特。民国期间，翻簧竹刻与东阳木

雕、青田石雕，一同被誉为“浙江三雕”，并大量销往国外。

在奉化竹产业中，笋也是其中一个重头戏。羊尾笋干

是我区的土特产，因其外形略扁，很像山羊的尾巴，故而得

名。在春笋冒头的季节，上山去挖新鲜的雷笋和龙须笋，以

传统工艺加工烤煮，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羊尾笋干的

传统等级分法很细：一等，正号，分甲、乙、丙三级；二等，副

号，分甲、乙、丙三级；三等，副号，分小条、大条、次货。现在

的羊尾笋等级已经不分得这么细了，但浸铁镬的习惯仍然

保留着。羊尾笋煮完后，把铁镬从灶上拆下，杉木板拆开，

把铁镬和杉木板放在溪水中浸泡一个月，去除盐分后，晾干

装好，待春节时再请箍桶匠箍好，装在灶上使用，如此就能

保证新的一年煮的羊尾笋干颜色洁白。

在溪口镇石门村，还存在着一门独有的技艺——竹海

飞人。石门村的竹农们往往会在台风季节或冬季大雪来临

前后，带着竹刀，爬上竹梢，将竹脑砍去，以减轻毛竹受风和

竹叶的压力，使其免受损害，一些艺高胆大的竹农，嫌上下

毛竹费时费力，就创造出砍完一株毛竹后，利用毛竹自身的

弹力，跳跃到另一株毛竹上再砍竹脑而脚不着地、快速转

移、让人感觉是在竹林上飞行游走，当地人称之为竹海飞

人。这一绝活始于何时已无证可查，据村中一些老人回忆，

至少能够追溯到清代末年。

亟待挖掘传承的竹文化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我区形成了独特的竹文化，但是

在现代工业品的冲击下，竹文化正在日渐式微。

上世纪 30年代是奉化手工造纸业的鼎盛期，仅棠岙的

东江、西江、溪下 3个村就有槽桶 300余槽，从业人员达

1000多人，所产竹纸大多从萧王庙埠头落船经宁波销往各

地。其时，每天从棠岙运送竹纸去萧王庙埠头的“羊角车”

在路上排成长队。解放初期，由于机制纸业不发达，棠岙的

竹纸业仍十分兴旺，1951年，棠岙竹纸坊还为《浙江日报》《宁

波大众》等新闻单位晒过大量新闻纸。

到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随着机制纸业的兴起，手

工竹纸迅速受到市场挤压，手工纸坊经营难以为继，纷纷歇

业。最后，只剩下了袁恒通经营的作坊。在萧王庙街道棠岙

村，袁恒通坚持古法造纸 60余年，守护着这门濒临灭绝的老

手艺。袁恒通告诉记者，尽管他们几个孩子都继承了造纸的

手艺，但古法造纸依然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手工造纸单调

又清苦，鲜有年轻一代愿意学。

1934年，奉化成立了翻簧竹雕同业公会，会员33人，有挹

素斋等专业翻簧竹刻店 4家，生产的翻簧竹刻销往上海及美

国、日本、东南亚等地。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手工艺人黄

孝钧成立了翻簧竹刻生产小组。1957年，黄孝钧创制的翻簧

竹刻《蟹屏》参加全国工艺美展，黄孝钧随同进京参加全国工

艺美术老艺人代表大会，并受到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接

见。此后，黄孝钧在奉化工艺美术厂负责翻簧竹刻制作，同时

培养了一批翻簧竹刻手工艺人。

但是好景不长，1990年前后，翻簧竹刻厂因多种原因停

产倒闭，大批量的翻簧竹刻生产就此中断。并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老一辈的翻簧竹刻手工艺人相继故去。现在，能够掌握

翻簧竹刻工艺全部流程的，全区就只剩下丁传钵一人。前不

久，在首届区市民文化艺术节上，记者见到了丁传钵，他担忧，

翻簧竹刻后继无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现代生活中鲜有人知

翻簧技艺，即使是他的儿子一辈，也几乎无人知晓。即使有人

愿意继承，但原先的销路许多年前就已中断，缺乏运作，很难

形成销路。

竹海飞人也遇到相同的困境，现在，溪口镇石门村仅存毛

方定、毛康达、毛木信、毛裕自和毛绍兴等几位竹海飞人，均已

年过半百。据当地村民介绍，该技能又苦又累又难学，因此，

继老一辈竹海飞人后，就再也没有年轻人学这门功夫了。学

这门功夫没有专门的传承谱系，不是从小就在竹林中玩大的

年轻人是无法学会的。

近几年，奉化笋制品也遭遇了滑铁卢。每年，从笋农处收

购的鲜毛笋，大部分会被加工成水煮笋，其中 10%本地销售，

90%出口到日本。最辉煌时，我区出口的水煮笋在日本市场

的占有率高达 15%。但是从 2013年起至今，水煮笋出口滞

销，笋加工厂难以为继，纷纷倒闭。如今，全区26家笋加工厂

仅余6家艰难度日。

“一带一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浙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

物流枢纽区，宁波舟山港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今年 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宁波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古丝绸之路历

史的“活化石”。在奉化竹文化逐渐走向式微、竹产业发展面

临困难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的推进，无疑带来了一缕曙光。

“纸质地细腻柔韧，且久存不蛀，特别适宜用来修复古

籍。”天一阁研究员的鉴定给了棠岙竹纸新的出路。如今，天

一阁、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

一批机构向袁恒通作坊定期订购纸张，用作古籍修复。在“一

带一路”背景下，国外机构的到来，为棠岙竹纸增添了新的注

脚。前几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刊主编罗南熙

专程来到袁家作坊参观，感慨道：“工艺非常传统，用植物原料

生产，这么古朴的方式很难见到了，看完简直不想走了。”

同样受惠于“一带一路”的，还有水煮笋加工企业。宁波

诚吉食品有限公司从事水煮笋生产销售已有近 30年，与其他

企业相似，主要出口地为日本，年出口量 4000余吨。这几年，

日本水煮笋市场的疲软让该公司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但让董

事长胡建平感到欣喜的是，来自土耳其的订单却开始逐年增

多。

“并没有投入精力去开拓土耳其市场，但订单确实增多

了。”胡建平告诉记者，对原因进行分析后，他们将功劳归到了

“一带一路”。“土耳其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

一，土耳其人民对中国的了解逐年加深，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也

逐年增大。”胡建平表示：“土耳其有竹有笋，与我区相比，品种

不同，饮食习惯也完全不同。但这并没有成为障碍，反而因双

方竹文化的交融，让公司生产的笋制品在当地开始热销。”据

胡建平透露，他们正在考虑跟随“一带一路”的推进步伐，加大

开拓欧洲市场力度，摆脱单一依靠日本市场的现状。

宁波士林工艺品有限公司是我区目前竹制品加工的龙头

企业。与传统的竹制品加工不同，其在加工时采取剖片并压

制成竹板的方式，不保留竹本身的形状，这也让其在竹制品行

业中别具一格。在该公司全竹装饰的 500多平方米的产品展

厅中，记者看到由竹材制成的各类餐具、家具等家居用品，大

的有桌椅榻床柜屏，小的有盒碗杯盆菜板刀架筷子，从客厅、

厨房到洗手间，各类竹制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据悉，

目前士林公司已形成从原材料到成品一条龙，集竹制品研究、

开发、生产、经营体系为一体，其竹家居制品，以特、奇、新、巧

著称，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市场,还成为了国内首家为全球最大

家居用品零售商的竹制品生产供应企业。

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近年来该公司产品在欧美

市场的知名度日益提升，去年其出口额已超2.5亿元。董事长

王剑勤在采访时表示：“竹子是一种深具东方特色的物种。与

传统的树木成材周期约需 20年相比，毛竹成材周期仅需 4-6
年，在欧美人眼中，这是一种快再生的绿色环保材料，他们愿意

为之掏腰包。虽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竹代表君子之器不同，

但是对竹的偏爱是相同的。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的不断

交融，不仅加深了双方的相互理解，也让竹制家具顺利打入欧

美市场。”

不止是竹制家具，士林已俨然成为了欧美国家眼中的“竹

专家”。去年 11月，芬兰企业家联合会就慕名找到士林，委托

研发生产可拆卸可移动的竹屋，成为帐篷的上级替代品。王

剑勤告诉记者，单纯的卖产品不仅获利少，也难以开拓高端市

场。“一带一路”给予了企业更多的选择，士林将竹文化融入竹

制家具中，虽然制作成本上升，却使其从单纯的卖产品升级至

文化输出，不仅附加值大幅增加，也被更多的顾客所接受。因

此，我们要挖掘竹文化内涵来壮大竹产业实力。

（本版照片由区农林局提供）

挖掘竹文化内涵 壮大竹产业实力
——看“一带一路”带来的新机遇

记者 俞加北 通讯员 吴旭东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

中，道破了文人墨客对竹的喜爱。在中国历史上，竹子青翠挺拔、奇姿出众、凌霜傲雪，四时长茂，有“梅兰竹菊”

四君子、“梅松竹”岁寒三友之一等美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创作了难以计数的竹文学作品，形成了

中国独特的竹文化。

我区现拥有31万亩竹林，其中毛竹24万亩。竹产业发展源远流长，据志书记载，可追溯至500年前。很长一

段时期，竹、笋制品不仅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是在奉化外贸出口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前些年，竹、笋制

品的出口逐渐式微。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让奉化竹产业又重新看到了发展的曙光。

记者手记

重焕荣光
必须紧抓机遇

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沉淀，我区诞

生了富有特色的竹产业和竹文化，从

日用品到手工艺品，从饮食文化到令

人惊叹的技艺，奉化竹文化包罗万

象。可惜的是，在经济市场化和现代

化工业品的轮番冲击下，奉化竹文化

正在走向式微。

甘心吗？当然不甘心！棠岙竹

纸、翻簧竹刻、羊尾笋腌制技艺、竹海

飞人等都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

这并没有帮助奉化竹文化摆脱困境，

只是稍微延缓了消亡的步伐。“一带一

路”却不同，它给奉化竹文化带来的是

重焕荣光、再攀高峰的历史机遇。

其实，“一带一路”离我区很近，

目前在建的甬金铁路，是义甬舟大通

道的重要项目，义乌是“丝路经济

带”的主要起点之一，宁波舟山港更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我区就在义甬舟大通道上，是“一带一

路”的关节点。

要紧抓“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奉

化竹文化必须“走出去”。沿着“一带

一路”的步伐，让竹文化走出国门，走

入沿线国家，是让奉化竹文化重焕荣

光的关键所在。政府引导、文化抱团

在这之中显得尤为重要。仅靠“单打

独斗”，像棠岙竹纸、竹海飞人、翻簧竹

刻等仅剩数位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甚至难以走出国门，像笋加工、竹制

家具等企业产品的展示会沦为单纯的

商业行为。只有抱成团，集合各方力

量，以“奉化竹文化”的整体形象，全方

位全领域地“走出去”，才能最大程度

地在“一带一路”上建立奉化竹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促进奉化竹文化避免消

亡，重焕荣光，进而壮大奉化的竹产业

实力。

要紧抓“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奉

化竹文化还得“迎进来”。随着“一带

一路”的建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吸引

力日趋增大。数种文化的碰撞交融，

让异国他乡的民众更愿意来中国走一

走、看一看，这也是我区发展全域旅游

发展新的落脚点。但是，目前奉化竹

文化的现状并不乐观，全区甚至没有

一座能展示奉化竹文化的展览馆，几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零星地分布

在各地，罕为人所知。我区有弥勒文

化，有桃文化，更有竹文化，只有在全

区范围内营造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

才能让慕名远道而来的国外游客尽兴

而归，这也是我区全域旅游走向国际

的必由之路。

竹海飞人在展示技能

加工制作竹制品加工制作竹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