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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 海

从小在镇海九龙湖边长大
的严其鹏，爱好历史文化，对
家乡的关注更让他在 35 岁时
成为一名业余文保员。多年
来，他坚持走乡串户寻找文
物，先后发现了文种故里桥、
小洞岙窑址等多处文化遗存，
并积极上交文物及采集品 300
余件，为镇海的文物保护事业
作出了突出贡献。

“九龙湖一带气候适宜，
物产丰富，早在 7000 年前就
有人类居住了。”1946 年出生
的严其鹏，说起自己的家乡，
话语中带着深深的自豪。初中
时代，他跟着老师第一次到宁
波天一阁参观，目睹了不少文
物，从此，醉心于历史文化。
后来，他经常跑去天一阁，从
中领略文化的魅力和先人的智
慧。成年后的他，在大队办的
工厂里做产品检验工作，单位
派他去上海出差，一有空闲他
就去上海博物馆参观，前后去
了六七次，长了不少见识。

30 多岁时，严其鹏分到
一块土地，位于九龙湖镇长宏
村西倪自然村。有一次，他牵
着牛在田里干活，没想到从犁
开的泥土中翻出一只瓷碗。有
着强烈文物保护意识的严其鹏
一眼看出，这是一只有历史的
碗。还有一次，他参加生产大
队的劳动，下地掏泥煤时挖
出一把形似刀币的石刀。刀
币是春秋战国时期铸行的各
种刀形货币的总称。没有犹
豫，他把瓷碗、石刀等物件
上交给镇海区文管会 （现镇
海区文保所）。于是，文保部
门邀请他担任业余文保员，时
常让他去参加省、市组织的各
类文保培训。严其鹏说：“通
过培训，学习掌握了许多有关
文物的知识，也见识了不少奇
珍异宝。”

严其鹏的文保知识和文物
鉴定知识，通过实践和培训慢
慢得到积累。比如，他对判断
不同朝代的碗很有一套——判
断依据主要看碗足。碗足就是
碗底下支撑碗的部分。秦汉时
期的碗没有碗足，碗底是平
的，人们用手做毛坯，碗上往
往留有明显的手痕，一折一折
的。晋朝、南北朝、隋唐时期
的碗，开始上釉，碗足是一个
饼的形状，中间不掏空。唐朝
的碗足做得精致而明显，碗足
变厚变大……

平时，严其鹏喜欢到处寻
访，在这过程中，好多文物被
他从山坳、田间、湖底和老百
姓的家里找出来，他已先后发
现文物几百件。如此丰厚的收
获，是怎么做到的呢？“多向
人打听呀。找文物一般是有明
确目标的，先向村民打听好在
什么地方有什么宝贝，再设法
到现场去看。”严其鹏说，20
世纪 90 年代，东钱湖的石像
群被发现后，他暗自琢磨，九
龙湖一带很早就有人居住，应
当也会有类似的遗存。于是他
去各村转悠时，逢人就打听

“ 有 没 有 看 到 过 石 人 石 像
……”前后寻访了几年，终于
在 一 位 80 多 岁 老 人 的 帮 助
下，在一座小水库下边找到了
石人石像。

对严其鹏来说，地里不但
出庄稼，还可以出碗、盆、
刀、斧、镰，甚至还有先民生
活遗址。西倪自然村的西南方
向有条官箩河，河畔的泥土中
有很多陶瓷残片，偶尔还挖出
过圆形的碗。经过判断，严其
鹏认为地下可能存在一个先民
生活遗址，他报告了相关部
门。组织发掘后，果然在地下

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元明时期村
庄遗址，遗址极大，有完整的
排水沟系统，还出土了瓦筒等
生活用品。

他带记者参观了汶溪村小
洞岙自然村山坡上的唐代青瓷
窑址，坡上落叶堆积，但仔细
观察，瓷器碎片随处可见。严
其鹏指点说：“这是唐代中晚
期的越窑遗址。”

严其鹏的日常巡查点包括
千年古桥黄杨桥、庶来村商周
遗址、中心村文种故里桥、汶
溪老街八部庙、小洞岙村唐代
青瓷窑址、横溪村韩公祠、民
主村石牌楼、杜夹岙丹山起凤
牌坊等。文保所规定，业余文
保 员 每 周 要 去 各 文 保 单 位

（点） 巡查一次。这些年来，
严其鹏骑着自行车逐个巡查，
风雨无阻，最远的是小洞岙唐
代青瓷窑址，单趟车程约 45
分钟。到了文保点，他会按照
要求，查看保护范围内有无造
房、挖沟和人为移动文物等现
象。检查完后回家填表，每月
填满四次。有一天，他路过汶
溪村的一处清咸丰年间的古墓

（据说是郑氏十七房的祖先之
墓），发现石碑被人偷走了，
他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
了……”

近年来，严其鹏去外省甚
至国外旅游，也不忘看看当地
的文化古迹。“2001 年前后，
去看了兵马俑、少林寺，去年
还坐飞机去了泰国，在泰王宫
看到清中期的很多文物，如石
将军等。”

从 1980 年担任业余文保
员以来，严其鹏已默默工作了
近 40 年，爱家乡爱文化的情
怀丝毫未改。2006 年，他被
评为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员。
2015 年，又入选宁波市“最
美文保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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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其鹏巡查唐代青瓷窑址 （林海 摄）

乡村聚落中众多的
古戏台，是戏曲艺术的
重要物质载体之一，也
是古建筑艺术的集中体
现。

一部中国戏曲史，
半部在浙江。浙江是南
戏的故乡，一直以来，
戏曲活动十分盛行，戏
台众多，清中期甚至出
现“村村有戏台”的盛
景，有些村还有好几
个。

宁波的戏台文化源
远流长，目前已登记在
册、录入国家不可移动
文物数据库的共有 330
座，主要分布于我市南
部区域。其中，宁海县
有125座，象山县有78
座，奉化区有56座，合
计 259 座，占全市古戏
台总数的78.5%。

以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宁海古戏台
为代表的宁波古戏台，
承载着物质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双重价值，是
传统乡土建筑中最具民
间智慧、最得百姓心声
的作品，是宁波地区根
系历史、贯穿生活、面
向未来的精神纽带之
一。

新时期，如何有效
保 护 古 戏 台 “ 双 遗
产”，推动宁波古戏台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利用？日前，中国文物
保护基金会和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举办了

“ 古 韵 新 声 、 双 遗 同
和”宁波古戏台保护利
用高峰论坛，来自浙
江、河南、贵州等地文
物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
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呼
吁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保
护利用。

拯救古戏台，我们在行动
——专家学者呼吁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利用

宁波的古戏台，以宁海现存的
10座二连贯藻井戏台和3座规格极高
的三连贯藻井戏台为经典之作，木
雕、砖雕、石雕、堆塑、彩绘、贴
金、髹漆等工艺一应俱全，不少古戏
台达到了“凡物必雕，凡雕必美”的
境界，既有吉庆祥和、雍容华贵的视
觉美感，也在朱漆金箔交融中形成金
碧辉煌、熠熠生辉的视觉冲击。

针对这些构造华美、刻作细腻、
彩绘绚丽的古戏台，我市严格贯彻

“双遗产”保护工作方针，统筹做好
全市古戏台保护与利用的各项工作，
将“宁波古戏台拯救行动”一一落到
实处。目前，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位于庆安会馆的古戏台 2座，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古戏台 15
座，有属于省级文保单位的 5座，列

入区县 （市） 级文保单位的 35 座，
列入市级文物保护点的 72 座。列入
保护单位和保护点的合计 127座，占
我 市 登 记 在 册 的 古 戏 台 总 数 的
38.5%。

在全力做好濒危古戏台抢救性保
护维修的同时，古戏台日常保养维护
工作也逐步得到加强。以全国唯一的

“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宁海县为例，
截至 2017年底，宁海县累计投入 3500
万元，按照年度保护计划及时修缮和
保养古戏台。古戏台日常安全管理建
设进一步得到加强，基本完成了省级
以上古戏台安防设备的更新与升级，
并与 110 联网，建立一键报警联动系
统，确保相关部门更快更有效地掌握
古戏台的安全状况。

同时，我市持续加大古戏台的对

外宣传力度，加强对古戏台文化遗产
的保护规划和建档立案工作，出版了

《宁海古戏台》《宁海古戏台建筑群研
究》等专著，成立了宁海县古戏台研
究中心，聘请资深民间艺人、非遗传
承人和著名专家学者联合开展古戏台
文化研究工作。以螺旋鹅罗顶 （俗称

“鸡笼顶”） 为代表的传统营造技
术，以木雕、石雕、砖雕、彩绘、灰
塑等为代表的传统装饰工艺，以匾
额、楹联、题记等为代表的文学艺
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展示，并启
动了古戏台传统营造技艺的申遗工
作，申请并注册了“古戏台”商标，
此外还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的保护与培养。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转
型，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及习俗已被
逐渐遗弃，古戏台面临“曲终人散”
的尴尬。宁波古戏台保护利用也存在
着保护意识淡薄、工艺传承困难、资
金投入不足的困境。

熠熠生辉的宁波古戏台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
捷在高峰论坛上说，戏台文化比一般
古建筑的内涵要丰富，应深入挖掘。
“ （古戏台） 不仅在建筑 （建筑结
构、彩绘、形制布局等） 上很有特
色，而且事关民间信仰、姓氏宗族，是
数千年来民间百姓聚会的重要公共场
所。如果把戏台上演绎的戏曲考虑进
来，蕴含的内容就更丰富了。过去有很
多人不识字，他们通过看戏听戏来了
解仁义礼智信。”

曾经，古戏台是乡土社会里最热
闹的场所。在宁海，一年当中有“正
戏”（古历正月）“夏戏”“重阳戏”

“十月戏”“冬戏”等，尤以“正戏”
最为活跃。很多村子为了庆祝，会请
来戏班子演出。那几天，村民脸上挂
满笑容，为客人留上好座位，做生意
的则早早摆好了摊子，小朋友们欢快
地跑来跑去，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欢
喜。天色渐暗，开场锣鼓敲响，丝竹
悠扬中开始上演“出将入相”“才子
佳人”……

“古戏台体现了人们对家乡无限

的眷念和浓浓的乡愁。”省文物局局
长柳河说，浙江省现有昆剧、京剧、
越剧、婺剧、绍剧、甬剧、姚剧、宁
海平调等 18 个剧种 （早年宁波还有
甬昆），58个戏曲非遗项目。全省有
注册登记的民营剧团近千家，目前可
上演剧目946个，其中近10年来的新
编剧目有 744 个。“戏曲传达的耕读
传家、勤俭持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早已融入血脉，是支
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
要精神力量。”

然而，近年来古戏台消失的速度
非常快。上海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
长黄继忠在高峰论坛上指出，20 世
纪 80 年代全国还有大量的古戏台存
在，20年后很多戏台消失了。“为何
消失？古戏台大多处于农村、寺庙、
宗祠里，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 （戏曲
演绎），再加上目前戏曲发展也遭遇
困境，所以好多地方对古戏台缺乏重
视。”在宁波参加论坛期间，黄继忠
参观考察了宁海城隍庙古戏台、岙胡
胡氏宗祠古戏台、崇兴庙古戏台、魏

氏宗祠古戏台，以及天一阁和庆安会
馆内的古戏台，“相比北方戏台，宁
波的戏台非常有特色，保护得也非常
好，从利用的角度看，和传统戏曲也
有结合。”

他指出，有些价值特别高、制作
精美的古戏台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后，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
注，能够争取到更多经费，获得维修保
护。“而那些普通的古戏台，因为散落
在农村，利用的难度也比较大，它们往
往很难获得经费投入。”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韩
小寅认为，古戏台作为一项优秀的文
化遗产，在构建乡村和谐文化中起到
了凝聚民心、道德教化、艺术传承的
独特作用。“必须继续营造符合乡村
民众情怀归宿的物理和心理环境，唤
醒‘故乡记忆’，引导‘精神回乡’，
培养民众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理
性 审 视 宁 波 古 戏 台 拯 救 与 保 护 行
动。”他说，宁波在全力做好对当前
传承人的保护与扶持的同时，将进一
步加大对后续传承对象的选拔、申报
和扶持力度，致力于培养出一批又一
批 的 “ 石 刻 赵 ”“ 木 雕 黄 ”“ 泥 人
张”，确保古戏台文化的传承后继有
人。

让古戏台唤醒“乡愁记忆”

“在一个被手机和微信主宰的世
界里，怎样去保护传统歌剧 （戏曲）
的吸引力和实用性是一个问题。”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
训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尼·里卡在
论坛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农村中保留
着很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
古戏台就是遗产的一个非凡形式。古
戏台保护面临着很多挑战，不能单纯
考虑物理建筑的层面，或者博物馆、
人类学上的观点，而应该着眼于更大
的框架。“举个例子，还要考虑保护
和复苏农村的景色，对传统服饰、传
统音乐、当地歌曲和语言的保护，以
及创造性地振兴。”他还提出一个思
考性的问题，古戏台在当今社会能扮
演什么样的新的文化角色，并再次成
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我认为，遗产
保护是一种可持续行为，需要创造性
地发展一体化保护模式，如旅游和生

态等层面的整体化策略。”
励小捷说，当今中国文物保护事

业进入新时代，面临繁重的任务，社
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古戏台量大
面广，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重视和参
与。”他希望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的保护利用之路。黄继忠等专家也认
为，因为数量巨大，所有的古戏台让政
府“承包”起来是不太可能的，建议引
入社会力量，来保护更多古戏台。

“在全国上下推进实施‘文旅大
融合’‘乡村振兴战略’‘互联网+文
化’的背景下，有效保护利用好宁波
古戏台‘双遗产’，对于推进全国古
戏台保护工作、提升‘民族文化自
信’意义重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局长张爱琴表示，下一步，我市
将进一步加大古戏台保护与利用力
度，构建全民参与的保护机制，完善
长效稳定的传承机制，推进科学智能

的传播机制，着力破解困扰古戏台保
护利用工作的瓶颈。

近年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秉
持“文物保护全民参与、保护成果全
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资助文物保
护修缮、促进文物合理利用、推动文
物价值的研究与传播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特别是“拯救老屋行动”的实
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社会组织与地
方政府合作推动、群众自发参与的私
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路子，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我们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合作开展‘拯救古戏台行动’，以
宁波古戏台为试点，发挥公益资金的
示范性、探索性和带动性效益，在古戏
台的保护修缮、开发利用、陈列展示、
宣传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同
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而更好
地推动古戏台保护利用和工艺传承，
振兴乡村传统文化。”张爱琴说。

拯救古戏台，我们在行动！期待
古戏台再次“活”起来、“唱”起
来，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古戏台振兴乡村传统文化

陈青 戴云华 文 周建平 摄

宁海胡氏宗祠古戏台上的藻井宁海胡氏宗祠古戏台上的藻井

宁海崇兴庙古戏台宁海崇兴庙古戏台

宁海魏氏宗祠古戏台宁海魏氏宗祠古戏台

宁海城隍庙古戏台宁海城隍庙古戏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