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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主持：王珏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张黎升
通讯员 孙 赟

历史积淀厚重

崔岙村村民大多姓崔，又因
村庄依山而建、傍水而居，崔岙
由此得名。它静立樟溪河畔，犹
如一颗闪亮的“明珠”，散发着熠
熠光彩。

让村民自豪的是，在秀丽的
山水之外，崔岙还有着厚重的历
史积淀。

相传，崔氏一族从山东青州
迁来，太公是北宋末年的一个皇
家 侍 卫 ， 护 宋 皇 南 下 后 定 居 于
此 ， 世 代 繁 衍 生 息 至 今 。 查
考 《 章 溪 崔 氏 宗 谱 》 史 料 ，
四 明 崔 氏 始 祖 崔 鸥 ， 字 德
府 ， 系 姜 太 公 第 72 代 子 系 ，
其 父 崔 与 之 ， 仕 至 右 丞 相 兼
枢 密 使 ， 封 南 海 郡 王 。 约 公
元 1250 年 间 ， 为 避 水 患 ， 崔 襄
长 子崔淮迁徙玉屏山麓，是为崔
岙崔氏第一世祖，迄今已有 760 多
年。

穿过崔岙桥，崔氏宗祠便映
入眼帘。门前屋檐下，几个高悬
的大红灯笼仿佛还在诉说着新春
佳节的热闹场景。推开油漆有些
脱落的红色木门，穿过天井，古
色古香的戏台吸引眼球。飞檐雕
花 、 藻 井 雀 替 ， 透 出 古 典 的 美 。

“小时候，逢年过节戏班子在台上
做戏，村民在台下观看，好不热
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在舞台
上 次 第 亮 相 ， 演 不 尽 世 态 百 相 ，
看不尽人间冷暖。还有村民在这
里举行结婚庆典，拜天地、拜高
堂，好不喜庆。”陪同的村民郑利
波告诉笔者，这里承载着崔岙人
很多美好的记忆，可谓是崔岙人
的精神家园。

告别崔岙宗祠，踏着长着青
苔的青石小径，穿梭在古巷里弄
间。木质古宅已不多见，不时有
青砖黛瓦的屋檐从高墙中探出头
来。在里弄的一角，目前居住着
4 户 居 民 的 “ 奠 厥 居 ” 颇 为 醒
目。大门横梁之上，一块长约 2
米 、 宽 约 0.8 米 的 石 板 嵌 入 其
中 ，“ 奠 厥 居 ” 三 个 字 遒 劲 洒
脱，字里行间透着崔岙村祖辈的
豪迈与飘逸。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很多

木 质 古 宅 已 被 钢 筋 水 泥 房 取 代 ，
让人遗憾。”郑利波介绍，村里的
大田里本来是典型的江南木质老
宅，居住着 20 多户居民，现在仅
剩几间老房子。

红色文化辉映

继续沿着里弄深入行进，一
座上下各有 4 间屋子的两层青砖楼
房赫然出现，楼房外墙、窗楣上
红色的装饰线条，让这幢中西结
合 的 建 筑 体 现 出 别 具 一 格 的 美
感。走进正门，门顶正中雕刻着
一个圆形的标志。

“这是鲁迅的好友、革命烈士
崔真吾 1929 年创建的启明小学 。
这个圆形标志为校徽，校徽下为
奔 流 的 樟 溪 ， 中 为 巍 巍 四 明 山 ，
上为红色五角星，象征红星启明
大地山河。建筑正中书写着‘鄞
县启明小学’5 个篆体，寓意‘启
迪民智，明识礼仪’。”郑利波介
绍 ， 在 抗 日 战 争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启明小学是革命联络点，“浙
东刘胡兰”李敏等烈士曾在此以
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崔
真吾、崔绍立、崔金康、崔绍绚
等烈士也是土生土长的崔岙人。

据悉，新中国成立后，启明
小学改名为崔岙小 学 。 1999 年 ，
崔 岙 小 学 被 合 并 到 章 水 镇 中 心
小 学 ， 启 明 小 学 旧 址 基 本 处 于
闲 置 状 态 。 如 今 ， 作 为 一 处 重
要 的 革 命 遗 址 ， 启 明 小 学 得 到
修 缮 保 护 ， 与 四 明 山 革 命 烈 士
陵 园连成一体，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场所。

为了留住浓浓的乡愁，2015
年，崔岙村制订了 《崔 岙 古 村 保
护 情 况 、 目 标 和 保 护 要 求 》，
为 保 护 和 管 理 好 古 村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存 、 传 统 风 貌 等 划 出 了 红
线 。

今 年 ， 随 着 章 水镇小城镇综
合整治行动的启动，崔岙村迎来
了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保护的新
阶段。“今年会对崔岙村沿樟溪河
两岸的建筑改造恢复为统一的传
统浙东民居风格，启明小学旧址
则 改 造 成 为 村 文 化 礼 堂 。 此 外 ，
投资 3000 万元的崔岙村四明山居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项 目 今 年 也 将 开
工，预计两年后竣工。”章水镇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笔 者 ， 崔 岙 不 仅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更要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典范。

崔岙村崔岙村：：樟溪河畔的樟溪河畔的““明珠明珠””

《雪下得那么认真，
巍峨四明白雪覆盖，壮
哉！阔哉！》

推送日期：2017年 2月 8日
推荐理由： 2017 年 宁 波

的第一场雪，在事先的预告和
众人期盼中翩然而至！大自然
恩赐给人世间的精灵，紧裹着
寒风，步态轻盈，从天而降。
春雪落四明，一派冰清玉洁景
象。欣赏初雪美景大片，还是
要看公众号“乡下头”。

战友：冰清玉洁迟春雪，
万山丛竹景象白。四窗眼看乾
坤寒，十里长雪清世界。

allen：新年的第一场雪宛
如青春少女，一支舞后转身离
去，留下无尽的回味。

天下无事：下雪了，可惜
不能上山，只能看看乡下头传
递的美景，过过眼瘾。

《风情漫小镇，来宁波
这三个地方走一走，写一
首“成都”那样的歌》

推送日期：2017年 2月 7日
推荐理由：近日，浙江公

布首批“省级旅游风情小镇”
创 建 名 录 ， 杭 州 市 余 杭 塘 栖
镇、桐乡市乌镇镇等 21 个小
镇入选。其中，宁波有 3 个小
镇入选，分别是慈溪观海卫镇

（鸣鹤古镇）、象山石浦镇、宁
海前童镇，一镇一风情，有颜
值有内涵。

海 的 蓝 ： 21 个 旅 游 风 情
小镇，私藏了江南大半的美！
就从家门口开始，择一日子，
来一场邂逅吧！

妙笔生花：这三个地方都
去过，而且还不止一次！古镇
风光百看不厌，吃的玩的也都
很丰富！

裘 国 平 ： 鸣 鹤 镇 的 豆 酥
糖、盐焗豆，前童的香干、麻
糍，石浦的海鲜……古镇美食
让人回味无穷!为宁波这三个
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点赞!

《梅园！宁波首个梅
花主题公园已经开放，赏
花又添一好去处！》

推送日期：2017年 2月 7日
推荐理由：据 鄞 州 城 管

发 布 的 消 息 ， 原 江 东 公 园 改
造已完工，更名为梅园，2 月
6 日起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我
市 首 个 以 梅 花 为 主 题 的 公
园 。 市 民 赏 梅 又 多 了 一 个 好
去处。赏梅时间可以从 12 月
份 一 直 延 续 到 第 二 年 的 6 月
份。

ying：梅花香自苦寒来,梅
花美在乡下头!

功宁：梅花报春来。春来
百花开，乡下又热闹啰！

上周互动最佳粉丝：燕
子 四明山风

请中奖“乡粉”后台留下
联系方式，方便乡姑给你们发
稿费。同时，依然欢迎大家积
极在后台留言、评论，分享我
们的图文消息，或者分享你所
看到的乡下美景、好吃的乡土
美食……乡姑会定期选出若干
名“最佳互动粉丝”，送上50
元话费奖励。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袁伟鑫
奉化记者站 黄成峰

宁波很多地方都有年节自
酿米酒的习俗，那甜滋滋的味
道、空气中弥漫的微醺气息久
久 留 存 人 们 心 间 。“ 冬 宝 老
酒”是一种用优质糯米酿制的
酒，其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
甜醇美，酒精含量极低，因此
深受人们的喜爱。

每年冬至后，自酿米酒就
开始多了起来，一方面冬季的
水质比较好，另一方面是气温
适合酿酒。年前，笔者来到奉
化西坞街道的桂花墙弄，村民
邬伟明正在帮朋友酿制今年的

“冬宝老酒”。
只见屋外用旧柴油桶做了

一 口 灶 ， 上 面 放 着 一 口 大 铁
锅，大铁锅的上面放着一个木
制蒸笼，蒸笼装满了糯米，很
远就能闻到蒸糯米散发出来的
香味。邬伟明酿酒已经 20 多年
了，因为手艺好，街坊邻居要
酿酒了，都会找他帮忙。这次
朋友准备了 350 公斤糯米，全
都用来酿酒。一蒸笼大约有 15
公斤糯米，糯米蒸熟后，邬伟
明不断用水将糯米进行冷却，
然后将蒸好的糯米放进屋内的
大 缸 中 。“ 冷 却 看 似 简单也不
简单，糯米太冷太热都会影响
发 酵 ， 所 以 掌 握 好 适 宜 的 温
度，才能酿出好酒。”邬伟明
说。

说话间，邬伟明俯身将刚
倒入缸中的糯米用手拌开，撒
上酒曲。蒸好糯米，冷却，再
倒入缸中，拌开撒酒曲，邬伟
明一直重复着这个步骤。不一
会 工 夫 ， 缸 中 的 糯 米 渐 渐 装
满，邬伟明用手在中间做出一
个大的倒锥形的洞，他说这叫
砌石糕。盖上塑料膜后，再盖
上 一 层 麻 袋 ， 用 绳 子 扎 紧 保
温，然后根据天气适当往缸里
加水。一般发酵 20 多天，就开

始有酒香了，“冬宝老酒”就算
酿好了。

邬伟明从小就看老一辈人
酿酒，后来自己也开始酿，做
着做着就会了。“酿酒的人自己
也都爱喝酒，每年我自己都酿
好几缸的酒，除自己喝外，很
多 都 送 给 亲 戚 朋 友 过 年 时 候
喝。”邬伟明告诉笔者，亲戚朋
友喝过他的“冬宝老酒”都说
好，每年都非常期待，如果不
喝上一口，感觉这过年总缺点
什么了。

﹃
冬
宝
老
酒
﹄

农
家
自
酿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王 杰 沈静萍

忽 而 悠 扬 、 激 越 ， 忽 而 低
回、萧瑟，咿咿呀呀的琴声令人
沉醉，回味不尽。随着时代的变
迁，很多传统的乐艺和老手艺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虽说年过花
甲，学二胡也不过三四年，朱和
定的弹奏水平已是可圈可点。不
过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手中的那
把二胡，竟是由非专业出身的他
亲手制作的。

今年 66 岁的朱和定家住北仑
小港街道谢墅社区新建村，十多
年前从当地一家机械厂退休后便
赋闲在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与二胡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他
一边自学拉二胡，一边琢磨着如
何做二胡。

最早的时候，朱和定技艺生
疏 ， 拉 出 来 的 声 音 像 “ 锯 木
头”。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报名
参加了镇海的老年大学，进修二
胡和越胡的演奏技艺。“学习拉
二胡需要一定基础的乐理知识，
首先要能识谱，如果不能正确读

谱 ， 想 拉 好 二 胡 是 不 可 能 的 。”
朱师傅肯花时间、下苦功，几个
月下来，手指便能在琴弦上自如
游走，诸如 《二泉映月》《金玉
良缘》《梁祝化蝶》 等曲子，他
不用看乐谱也能流畅地拉下来，
有模有样。

时间久了，二胡需要更换，
市面上，贵的动辄上万元，便宜
的又不合心意，于是朱和定动起
了自制二胡的念头。制作二胡可
比 拉 二 胡 难 多 了 ， 工 艺 复 杂 不
说，制作者不仅要会木艺，也得
懂音律。朱师傅在机械厂干了小
半辈子，以前还修过钟表，动手
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

朱和定买了琴弦、琴杆、红
木、蟒蛇皮等制作二胡的部件和
材料，又亲手制作了木匠用的刨
子，还自行设计了铁夹板，作为
搓木板时的固定工具。

琴筒选择何种木料，关系着
二胡质量。朱和定选择的红木是
制作二胡的最佳原材料之一，经
过反复浸泡、烘干、拼接、打磨
等多道工序，琴筒才算完成。从

选料到成品，再到校正音色，相
当 耗 时 耗 力 ， 不 过 对 朱 和 定 来
说，时断时续地做着，并不觉得
辛苦，反倒是件乐事。

朱和定自制的二胡得到了老
年大学老师的认可，不少同学和
身边的琴友听说老朱会做二胡，
纷纷“下单”。“他平时腰不好，
有 时 一 做 就 是 一 整 天 ， 怕 他 累
着 。” 朱 和 定 的 老 伴 沈 阿 姨 说 ，
老头子喜欢拉二胡，对亲手制作
的二胡也是高要求，一把琴做下
来需要个把月时间。

因为爱好，却不经意间成了
制作二胡的“专家”，更没想到
成 了 “ 生 意 人 ”。 朱 师 傅 笑 着
说，他拉二胡、做二胡，纯粹是
为 了 “ 解 心 焦 ”， 没 事 打 发 时
间，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
有意义。

花甲老人自制二胡

朱和定：琴声悠扬醉人心

来到海曙区章水
镇，沿着樟溪河畔公
路西行，一路青山连
绵，河水波光粼粼。
在青山秀水间，有
700 多年历史的崔岙
村便展现在眼前。背
靠青山，樟溪河穿村
而过，河上横亘着几
座桥梁，将两岸村民
紧紧相连，山、水、
桥、村，构成一幅唯
美的乡村画卷。

近日，崔岙村入
选第四批宁波市历史
文化名村，是海曙区
唯一入选的村庄。

朱和定正在向大家展示自己制作的二胡。
（胡幼雁 厉晓杭 摄）

奉 化 农 家 自 酿 “ 冬 宝 老
酒”。（袁伟鑫 徐欣 摄）

崔岙村坐落于樟溪河两岸崔岙村坐落于樟溪河两岸。。（（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崔氏祠堂崔氏祠堂。。 启明小学旧址启明小学旧址。。

朱和定自制的二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