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 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去年年底，文化部公示了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余姚土布
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桂凤名列其中。
余姚土布在历史上称“越布”，在
本地俗称“余姚老布”，以纯棉纺
织而成，质地优良，吸水性、透气
性好，穿着舒适度较高，历史上甚
至成为皇家的贡品。

作为该项技艺唯一传承人，从
15 岁学做纺纱织布，到如今 83 岁
高龄依然坚持织布，王阿婆用越布
讲述着她平凡而温暖的一生。

王桂凤说，自己是慈溪小安乡
人，15 岁时学做土布，其绝活传
自于她的母亲。20 岁时，她嫁到

了余姚小曹娥镇，便把这门织布手
艺带到了镇上。“从棉花的处理，
到纺纱、拨纱、染纱、浆纱、调
纱、摇鱼管、经纱、织布，每一步
都 考 究 得 不 得 了!” 王 桂 凤 老 人
说，土布制作的技术非常复杂，布
上花纹有几种颜色，织布时就要准
备几种颜色的梭子，花纹布一般有
斜纹布、方生布、篾辨布、窗门
布、四脚布、空心十字布等。

据她介绍，织布用的原材料棉
花，采摘自后院的棉花地，晒干后
的棉花用纺花车纺成纱线，纺完的
线需要经过染色、上浆等工序，最
终变成五彩纱线，纱线卡入梭，在
织布机上来回穿梭，方能纺织出各
式各样的土布。

王桂凤的绝活就是能织出各种
花样，土布制作技艺的核心是经线
环节，这个环节其实就是在设计花
样。她家中保留的样布有 20多个品
种，女儿王月芳说，因为妈妈年纪大
了，有些布样上的花样难以在织布
机上再现了，虽然她和姐姐王梅芳
也会织土布，但是很多花样只有妈

妈才会织。而王桂凤的外孙辈们，现
在从事的工作基本与土布无关。

“这是桂花，当时最漂亮的
布，需要 6 种颜色的纱线，5 个管
梭 6 个彩梭来完成。”她一边介绍
她收藏的越布，一边说起当年的往
事。“当年没有洋布，要做漂亮的
衣裳，几户人家就一家出一种纱
线，然后我来经纱，织成布再几户
分配。”老人拿出收藏的几件土布
衣物向笔者展示，虽然已有三四十
年但依然完好。

但是这项古老精妙的技艺，却
面临着断层。曾在该镇文化站工作
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经线是技术
活，以前织经线的人被称为经线师
傅，镇里多次组织过土布制作技艺
的培训，年轻人不愿意学，上了年
纪的人多是会织但不会经线，除了
王桂凤外，现在会经线的也就两三
个人，她也曾跟着王桂凤学过，只
学会了一点点。

王桂凤老人对余姚土布有着深
厚的感情，她说：“土布是我们传
统的衣料，余姚土布更是我们余姚

的特产，除了环保外，透气性也
好，冬暖夏凉，越洗越软，特别适
合小孩和老年人穿。我要把我们土
布制作技艺不断地传下去。”

笔者了解到，2014 年，小曹

娥镇就立项建一个土布馆，在馆里
展示土布的制作工艺和工具的同
时，开展土布制作技艺培训。土布
馆去年 10 月开工建设，预计今年
可以建成。

王桂凤：83岁的“余姚老布”唯一传承人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沿着象山石浦狭窄逼仄的三湾
路拾级而上，石阶青苔斑驳，两边
平房简陋破旧，让人无法想象一家
精品民宿藏身于此。但爬到海拔
33米处，眼前豁然开朗：“饮海三
湾”东眺石浦港，南靠渔港古城，
北倚鱼师庙。凭栏而立，渔船齐
齐，风卷海浪，坐拥一片海阔天
空。“几乎每个游客上来途中都会
板着脸，脸上写满疑问和郁闷，但
一踏进我的院子，神情马上‘阴转
晴’！”民宿主人林国明说。

48 岁的林国明是石浦人，祖
祖辈辈以捕鱼为生。因家庭困难，
他小时候房子已抵债出去，家无片
瓦。从那时起，林国明就下定决心

要有一块自己的地。他没有子承父
业，曾经给渔船送过冰块，办过娱
乐场所。2005 年，林国明买下了
这块 650平方米的地，圆了自己心
愿。

近年来，受象山全域旅游发展
的触动，林国明决定转型开办精品
民宿。他取名“饮海三湾”，其中

“三湾”来自路名，“饮海”则代表
石浦人大气包容、海纳百川的胸
怀。

2013 年建房，前年设计、装
修，前后花了 350万元。在室内设
计上，林国明特地请了一位台湾设
计师精心打造，而院落则是他根据
多年旅游经历亲自设计而建。“旅
游时，我很关注别地的景区、民
宿、建筑风格，并从导游介绍中汲
取灵感。”他在院子地面用鹅卵石

拼 成 荷
花、铜钱
图案，讨个“有钱花”的彩头。

“饮海三湾”最大的特色是海
豚元素。屋外标志、壁画、床头
灯、被套、枕头……处处可见海豚
LOGO，这源自林国明从小而生的
海豚情节，“我儿时每年农历三月
三期间，都看到成群海豚自铜瓦门
涌入，从下湾门游出，像在祭拜鱼师
庙里的鱼师大帝。”此外，他在客厅
吊顶上，挂满了代表当地特色渔文
化的各式渔灯，祝愿渔民兄弟满载

而归。
定位精品民宿，硬件
标准当然要高。“饮

海三湾”每间房的
装 修 参 照 五 星

级酒店标准，
每张床价格
五六千元。
目前，该民
宿 有 套
间、标间、
主 人 房 等
共 7 个 房
间，面积从

近 30 平 方 米
到 50 多 平 方 米

不等。
“ 面 子 ”“ 里 子 ”

都要有。走进客房，四处纤
尘不染，桌上摆放着当季精品新鲜
水果和金骏眉等好茶，免费提供给
客人。“我特地从五星级酒店挖了
一个人，专门负责卫生工作。同
时，所有换下的被套、床单等送到
大酒店清洗。”林国明说，他们还
会根据客人需要，定做石浦特色美
食麦饼筒，带客人去菜场购买新鲜
海鲜，并教他们腌咸呛蟹、咸带鱼
等，“力求服务尽善尽美。”

去年 7 月 1 日“饮海三湾”正
式开业。林国明只在微信朋友圈打

了一次广告，经朋友转发后迅速引
发热潮，开业半年多来经营状况良
好。“七八月时不光周末，连平时
工作日房间都爆满。开渔节和国庆
更是提前半个月被客人整幢包下，
目前春节期间已有部分房间被预
订。”他说。

据悉，“饮海三湾”九成客源
是回头客，这正是林国明最开心的
事。慈溪一对退休夫妻原本只订了
一天房，住后临时延长到三天。临走
时，老两口对林国明说：“我们两年
说的话加起来还没这三天多！”林国
明告诉笔者，“我印象最深的是，有
名杭州顾客在朋友圈戏称没到过

‘饮海三湾’，就像没来过石浦！”
首届“寻找象山最美客栈”网

络评选大赛冠军，最近又被省旅游
局评为首批金宿级民宿，成为全县
唯一入选者……对于未来，林国明
信心满满。目前，他已带动周边邻
居利用老宅开发民宿，萧山一位老
板也有意向在山后面建造一家四合
院样式的精品民宿，并和林国明合
作管理，以形成集群效应。

林国明林国明：：渔家子弟扬帆民宿渔家子弟扬帆民宿““梦之舟梦之舟””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 立 张 琦

翁家桥村坐落在海曙区集士港
镇东北角，与高桥镇接壤。冬日下
午，笔者脚踏着厚实的梅园石，行
走在村内四通八达的里弄间，一探
隐藏在老墙门、木雕梁、石刻柱中
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底蕴。村子不
大，倚河而居，依然是时光并未走
远的宁静模样。

近日，翁家桥村被评为浙江省
文明村。

古韵：“大头和尚”的故乡

翁家桥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宋朝。在村内翁氏宗祠的一块石碑
上，记录着本村的历史渊源：“今
翁家桥翁氏发端于宋，翁仲通自福
建莆田迁居于浙江鄞州……明末翁
启泰扎根于翁家桥村。”

如今，翁家桥村内还留存着古
色古香的翁家老宅。老宅大院东、
西两侧进门处分别有鄞江小溪石筑
成的老墙门，仙鹤桃纹、双狮戏珠

等砖雕，虽然残损，却透着恢宏和
气派；大院内木质门楼、梅园石铺
地厅堂、格扇门窗、精致木雕斗
拱、繁复精美石刻，无不体现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印记。村外，
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上一座宽 1
米左右的石板桥颇为引人注目，其
身上“翁家桥”几个字清晰可见。
据介绍，这座桥建于清光绪 26 年

（1900 年），原名为“翁家直桥”，
桥名中的一个“直”字，已不知何
时被人去掉。1949年5月村委会进
驻，村随桥而名，改名翁家桥村。

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让翁家桥
村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其中最有
名的是 2012 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大头和尚”。说起
这一又被称为“哑舞”“大头和尚
舞”的民间舞蹈，村内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村妇联主席毛爱飞告诉笔
者，翁家桥村民历来以务农为生，
清朝道光二十年，村民在农闲时节
组织了一个民间艺术班子——太平
会，演出“哑舞”，演员戴着面
具、穿上彩服，没有道白，不唱腔
调，乐队也无须吹拉弹拨，只用大
鼓、大锣、钹、小锣等打击乐器，

演员随着节奏表演各种舞蹈动作，
展示诙谐幽默的内容，这就是“大
头和尚”最初的起源。

如今，“大头和尚”已传承到
第 11代。“‘大头和尚’一直在传
承发展创新。”毛爱飞介绍，虽然登
台亮相的还是“小和尚”“老和尚”

“剃头匠”“柳翠婆”，但是其故事内
容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已成为群
众祈福平安幸福的载体。“‘大头和
尚’不仅每逢节假日在舞台上为群
众生活增添喜庆气氛，这几年还频
频参加各种巡游活动。上个月，央视
专程到村子里拍摄了三天。马上到
春节了，这几天 76岁的非遗传承人
马保春正领着徒弟在村里排练新节
目，准备在新春舞台上大显身手。”

现实：文化引领推动
经济发展

深厚的文化底蕴扎根于翁家桥
村人心中，让“文化”两字深入人心。
2013 年，翁家桥村整合翁氏宗祠和
文化讲堂，建成村文化礼堂，设老年
活动室、文体活动室、电子阅览室

等，成为宁波市首批“省农村文化礼
堂品牌示范点”之一。

如今这个千余人的小村有 8支
文艺团队，民乐、腰鼓、戏曲、舞
蹈等各类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47
岁的戏曲队成员吕爱芬感慨道：

“过去没事干，空闲时总喜欢打牌
搓麻将。加入戏曲队后，每天晚上
跟着伙伴们一起练习演唱，熟能生
巧，自己也能演唱一些越剧唱段
了，感觉生活充实、收获很大。”

翁家桥村还是“浙江省书法
村”。翁氏宗祠二楼有一间书法教
室，墙上张贴着琳琅满目的书画作
品，全部出自村内老少书法爱好
者。每逢周六，他们在这里汲取书
画知识、切磋技艺，好不热闹。

2016 年，村里又筹集资金建
造了一座 2000 平方米的崭新文化
礼堂。60 岁的村太极队队长陈志
良点赞道：“村委会重视文化，村民
精神生活充实。有了新的文化礼堂，
可以在室内开展大型文体活动了，
村里的文化氛围将进一步提高。”

文化滋养润物细无声，除获评
省级“文明村”外，近年来，翁家

桥 村 先 后 被 授 予 省 级 “ 森 林 村
庄”、省级“档案管理示范村”、市
级“卫生村”、市级“亿万农民健
康示范村”、市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等荣誉称号。不过，翁家桥村
党支部书记翁旭东坦言，全村经济
还需更上一层楼。

“2017 年工农业总产值 2.5 亿
元 ， 村 级 年 可 用 资 金 只 有 45 万
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翁旭东
说，下一步，村支委会决心以“党
建+文化”“党建+治理”“党建+发
展”为抓手，推进“整洁田园，美丽镇
村”建设，在完成村庄绿化、亮化、美
化，改善村民居住环境的同时，开发
利用拆违空地、杭甬高速桥下空间，
利用旧晒场地建设停车场，加强村
土地流转工作，推动村庄更靓丽、
村民更富裕、社会更和谐。

翁家桥村翁家桥村：：底蕴深厚底蕴深厚 风采更靓风采更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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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王珏

《小清新雾凇，重口味
冰挂，宁波这个地方，满足
你梦里北方》

推送日期：2018年1月19日
推荐理由：已进入农历腊

月，比三九更寒冷的模式开
启，接下来气温也将冷出点儿
颜色。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数据，
周三起，很有可能迎来雪。江南
冬季，雨水含蓄，冰雪更是难
得。生长于南方的我们，总会在
冬季期待一场纷飞大雪。在四
明山鹁鸪岩水帘洞，这里的冬
天，有你梦里的北方。遇到极寒
天气，水帘就变成冰帘，流水凝
结成一条条的冰柱，悬挂在洞
外，晶莹剔透，极为壮观。

文武 7815：愿等一场江
南雪，与你共白头！

晓黛：冬日期待——风花
雪月，诗情画意；煮雪饮茶，
闲话人生。

《最美风车公路的尽
头，有酒，有仙境，有民宿，
有追风女孩。只盼前路无
尽，此间白头》

推送日期：2018年1月17日
推荐理由：借山而居，借

以阅览高楼尽头的青山绿水，看
白鸟惊枝，飞叶落花，于野趣中，
体味清欢。雨天畅游雾海云海，
晴天一览众山小，爬过秀丽大梅
山，看过最美风车路，邂逅林中
暖光，你一定会放慢脚步，住下
来。在拓野山居，这里既有北欧
风格的小木屋，也有传统白墙黛
瓦江南建筑风格的庭院。最让人
心动的，是这里视野极佳，院子
面前就是落落山谷。日薄西山
时，远山的风车一线排开随风转
动，云蒸霞蔚中，宛若仙境。

林雨汐：我的理想生活就
是“只闻花香，不谈悲喜。喝
茶赏景，不争朝夕”，是悠闲
的、健康的、丰富的……

朱杰：关注这家民宿很久
了。静静地坐在窗前，捧一杯
热茗，看风车夕阳，时光不
老，我们不散。

《乡村爱情故事！点开
前，请备好一打纸巾……》

推送日期：2018年1月16日
推荐理由：一见钟情容易，

相濡以沫太难。有的人说不上
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分享一个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或许，这是一个，让我们相信爱
情的故事——在象山石浦镇南
向村巷道村口，经常可以看到
这么一个画面，一个男子扶抱
着步履蹒跚的妻子，进行日常
康复锻炼。这个不修边幅的男
人，似乎已经饱经沧桑，很难想
象他只有 38岁。时间的指针拨
回到 2005年。正当俩人谈婚论
嫁时，女友黄珍益患上了帕金森
综合征。金建华毅然选择了爱
情，娶了病妻。13 年来，金建华
不离不弃，悉心照料病妻。多年
下来，金建华与她早已形成了
生活默契。只要她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金建华就知道她想
要干什么。俩人的感情越来越
深厚，虽然黄珍益不能完整地
表达想法，但眼神中充满幸福。

姚虹翔：昨晚观《无问西
东》，今读乡村爱情故事，都
让人泪流满面。真正爱你的
人，是一直陪伴左右不离不弃
的那个人。爱你所爱，行你所
行，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战友：一十三年如一日，
建华照管珍益妻。相濡以沫情
如爱，不离不弃初心真。

妙笔生花：感人肺腑，无以
言表，唯有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百年孤独：故事让人既心
酸又感动。相信日子虽艰难，
有你不孤单！

面朝大海的面朝大海的““饮海三湾饮海三湾””。。（（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林国明热情待客林国明热情待客。。

建于清光绪年间的翁家桥建于清光绪年间的翁家桥。。（（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翁氏宗祠翁氏宗祠村民在练习书法村民在练习书法。。

王桂凤老人展示其织布技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