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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林前虞村：
江南水乡 古韵新姿

穿巡在狭长的小巷，一路是斑驳的青砖屋；拐进一座高墙大院，木梁石柱、雕花
门窗，老人静坐在天井乘凉；走出街巷，迎面而来的是小桥流水，桥面铺着刻有碑文
的大石板……

走进海曙区古林镇前虞村，时光仿佛停止了脚步，只感受到岁月静好的怡然和安
稳。“我们村虞姓为大族，祖先汉代从河南迁居余姚，始祖虞翻。经三国、晋、隋、
唐、宋，历近千年，世事沧桑，于南宋从鄮城而来，有文记载的历史有700余年。如
今有928户村民，约500间清末民国建筑，是第三批宁波历史文化名村。四面环水、
古朴环境，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村党支部书记虞建国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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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林婷婷 徐浩跃

“义乡”古韵悠长

走进前虞村老街，小巷弯弯曲
曲，老宅连着老宅。65岁的村民虞
如定被称为村里的“活字典”，跟
着老人穿行在这一片古老的街巷
中，里弄、民居、古桥、石碑便鲜
活起来，古老的村史也跟着揭开了
面纱。

“这古色古香的建筑中，清末
民初的雅房墙门，民国时期的椒余
堂、前仓弄民居、西岸桥良房等保

存完好。村内曾有 7 座虞氏祠堂，
如今只留下一座。同一个姓，同一
个村，有 7座祠堂，这在宁波是独
一无二的。”虞如定告诉笔者，虞
氏族人传承着忠、孝、礼、义等传
统美德，被誉为“义乡”，如今在
文化礼堂保存完好的明代敕书碑、
孝子碑，就是前虞的“镇村之宝”
和“义乡”美名的重要见证，成为
村民的精神力量。

“ 这 块 敕 书 碑 是 明 成 化 八 年
（1472年）皇帝敕封前虞村民虞玖为
义民所立，表彰虞玖捐赠 1000 石粮
食赈灾的义举；孝子碑为明嘉靖二
十二年（1543年）宁波府知守沈恺所
立，颂扬孝子虞讙割双股为药引分

别救父母的事迹。”站在两块一人多
高的石碑前，虞如定介绍。

鄞西平原上照天港、里龙港、千
丈镜河三条核心水系从村中穿过，
依托四通八达的水路，前虞形成了
火爆的“二、五、八”三市。“以前老街
上有20多家店铺，每逢集市，南来北
往的客船在这里上岸，附近建岙、石
碶、洞桥等十里八乡的村民也来赶
集，热闹非凡。”虞如定说，原来每天
有两个班次航船通往宁波城区，直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村口还有上下客
的客运码头，当时感觉早去晚回特别
方便。如今客船早已被发达的陆路取
代，虽然“二、五、八”三市延续至今，
却不复当年的繁盛，历史的辉煌只

能从残留在斑驳墙壁上的“□茂绸
绫染坊”“绸庄”等字样中一瞥。

水乡开拓发展之路

作为传统农业村庄，前虞的
3000亩耕地流转后，实行规模化的
水稻和蔺草种植。“‘一稻一草’
曾经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如今
年轻村民在外打工，年老的村民守
护 着 古 老 村 庄 ， 村 子 沉 寂 了 不
少。”虞建国表示。

不过，村民的生活一点也不寂
寞。村民虞水芳是村里的“文娱能
人”，戏曲队、小品队、舞蹈队、腰鼓
队都能见到她的身影。在村里投入

200 万元、2016 年初建成的文化礼
堂，虞水芳笑容满面地点赞：“这里
天天有安排、月月有活动，学习戏
曲、排练小品、看电影、听讲座……
村民生活有滋有味。听说区文联下
个月要来村里设立书画创作基地，
到时村里活动会更加丰富多彩。”

而在村班子看来，如何保护传
承古村“老底子”文脉，让古老乡
村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是头等大
事。“目前由南京大学建筑规划专
家设计的新村建设规划初稿已经出
炉，未来的前虞村将打造成一个独
具特色的江南水乡。”虞建国透露。

虞建国表示，前虞村的未来发
展是“保护为主、兼顾开发的生态

型绿色发展”，他如数家珍般地道
出了让前虞人引以为豪的特色——
小桥流水、民居群落的古色古香，
纯手工米酒、长寿面等特色美食的
远近闻名；被誉为“草席之乡”的
深厚底蕴……“未来要整合这些资
源，开发民宿、打出农副产品特色
品牌、畅通产供销渠道，让农、
旅、文深度融合，助推前虞村发展
之路越走越宽阔。”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岑俞贝 陆铭铭

丁长永今年 73 岁，家住慈溪市
长胜市村段头湾。在当地，他不仅
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乐师，而且是
手艺精湛的乐器制作师。丁长永的
工作室面积约20平方米，里面有一
台小电机床。此外，就是一些老式
木匠工具和刷子等漆具。自1994年
以来，经他制作、销往各地的乐器
有10多种，数量上百件。

段头湾是个木匠人才辈出的地
方，早年丁长永为了养家以木匠为
生，从18岁起造房子、做家具。年近半
百时，他又做起了传统乐器。“我喜欢

吹拉弹唱，当时市面上好的乐器比较
少。我又是木匠，对木质乐器也懂一
点，所以就想试试自己做。”谈起做
乐器的缘由，丁长永说，“想做些好
乐器，顺便也帮人修修。”

二胡、越胡、板胡、三弦、月
琴、琵琶……丁长永对做过的乐器
如数家珍。笔者看到，在他工作室
的一个简易架上挂着不少黑檀木音
箱，这是组成越胡的重要构件。

“每一个都是我手工做的。”丁长永
说，“音箱是越胡的‘心脏’，制作
者需要有扎实的木匠功底。越胡的
音箱呈六边形，由六块大小一致的
木板拼接而成。木板的长宽、厚度
如果不一样，就会影响演奏的效

果。”
丁长永虽然有做木匠的经验，

但隔行如隔山，一开始做传统乐器
并不顺利。为此，他前往宁波三星
乐器厂请教老技师，去余姚、嵊州
等地的乐器厂学技术，四处拜师学
艺。“刚开始，自己功夫不到家，
浪费了不少木头。”他说，“心浮气
躁，就学不好手艺。失败是成功之
母，失败了我就从头再来。”

经过20多年的钻研，丁长永如
今手艺精湛。宁波、绍兴等地的一
些民间乐团、戏文班子还会上门找
他定做。“对我来说，做乐器就是
锻炼身体，即使身体吃力，心里也
开心。”丁长永说，“平时，附近的

一些老人喜欢弹琴、唱戏。他们想
要乐器，我就免费给他们做。”空
闲时，他把做好的乐器摆放在家里
的客厅，为“粉丝”们依次弹奏。

如今，工作室有了名气，乐器
有了销路，丁长永便将精力重点放
在培养手艺传承人和研究制作新款
乐器上。“做好传统乐器，要懂木
工、会漆画，还要会辨识音调和调
音。每周，我的两个徒弟会来学
习。只要他们肯学，我愿意把我会
的都教给他们。”采访中，他透露，

“前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款器
身呈柚子状的少数民族乐器。现在，
我做了两块样板，准备好好钻研一
下，争取早日把它做出来！”

本报记者 沈孙晖
实习生 顾红露
通讯员 郑勤 梁珊珊

在今年第四届宁波市工艺美术
大师评选中，吴晓华凭《风雨携程》

《高士浮槎》《百财聚来》三件竹雕作
品，获得“第四届宁波市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这不仅是对他技艺上的肯
定，更是对他 20 多年匠心坚守的嘉
奖。

吴晓华是象山黄避岙乡塔头旺
村人，自小喜爱美术，每天黏着表哥
看他在竹子上挥凿舞刀，日子一久就
迷上了这门手艺，开始跟着表哥学
习。对此，母亲很是支持，但父亲认为
学这个不务正业，根本赚不到钱。

吴晓华的执拗，最终让父亲点

了头。高中毕业后，他拜入象山竹根
雕传承人周秉益门下。几年间，吴晓
华孜孜不倦刻苦求学，在修补打磨
中揣摩，竹雕技艺日益精进。1996
年，吴晓华初试啼声便一鸣惊人。他
独立创作完成的第一件作品——以
和合二仙为主题的《百年好合》，获
得了宁波市工艺美术精品展铜奖。

“竹雕讲究的是‘七分形、三分
雕’，创作题材全由竹材决定，一刀
一式不可贸然行之。”吴晓华说，创
作一件作品的构思时间远长于雕刻
的过程，有时要几周、几个月，甚至
几年。

为最大限度挖掘竹材的特性，
每次创作前，吴晓华会仔细观察材
料的形状、纹理、色泽、疤节等外观，
从中审视、想像、确定主题，并融入

自己的思想与意境，反复推敲、精心
取舍。直至构思成熟，他才会果断下
刀，一气呵成。正是这种磨人的“心
雕”过程，练就了他精益求精的性
格。

学成出师后，吴晓华前往上海
闯荡，在当地古玩市场开店，通过一
刀一凿尽情显现内心所向。六年时
间里，他辗转全国各地参展参赛，创
作的《讲道》《刻舟求剑》《苏武牧羊》
等作品，相继斩获中国工艺美术最
高奖“百花奖”金奖、中国根艺最高
奖“刘开渠根艺奖”金奖等30余个奖
项，并成功跻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会员、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

但随着荣誉加身，人脉变广，应
酬增多，加之上海快节奏的生活和
浓重的商业气息，吴晓华说，自己开

始变得浮躁，创作也遇到了瓶颈。
守艺，先要守心。2015 年，吴晓

华毅然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塔头旺
村寻觅创作初心。幽静的乡村生活，
重新打开了他创作灵感的“宝库”。

“拙作虽丑，乃吾心神之作，有
缘者方可得之。我不为衣食雕刻，不
会因为收藏者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
作品。”吴晓华说，这是一份充满
孤独且没有退休的工作，一旦爱
上，便是一生。他会像蜗牛般守住
最初的真心，一路向前。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邵家艳 许耀立

“新装的楼道灯还能自动感
应，以后天黑上下楼再也不担心
摔倒了！”天色渐暗，江北区白
沙街道大庆社区贝家边小区 35
号楼道灯火通明，老年居民胡秀
菊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道。

在老旧小区实施“亮灯”工
程，是白沙街道按照“六争攻
坚 、 三 年 攀 高 ” 和 着 力 解 决

“民生小事”的部署要求，也是
白沙基层党组织“进民户、访
民情、解民忧”专项行动的一
次实践，旨在以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为突破口，切实解决一批

“ 民 生 小 事 ”， 全 力 破 解 一 批
“民生痛点”，补齐老旧小区公
共设施破损、缺乏的短板，不
断提高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满
意率。

“贝家边小区三分之一以上
人口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楼
道亮灯工程是民生之所求。”大
庆社区党委书记张洁静告诉笔
者，老旧小区改造，与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仅靠居民自己解决，
确实不容易。

针对此现象，大庆社区多
次召集街道干部、社区负责人
和党员代表，共同协商面对难
题。这种多方议事的形式，被
称之为“睦邻议事汇”，是白沙
街道为了鼓励居民自主说事议
事，特地建立的沟通议事平台。

自“睦邻议事汇”平台成
立以来，大庆社区针对百姓反映
最为强烈的贝家边老旧小区改造
问题，特地成立了由 11 名成员
组成的贝家边自治小组。“这些
成员负责上门收集居民们的意见
建议，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听百
姓之声解民生之困。”张洁静告
诉笔者，从安装楼道灯、电子防
盗门，到下步将实施的楼道粉
刷、老旧垃圾房升级改造等，包
括后续的电表接入、电费分摊、
后期维修更换等相关事项，是根
据居民的合理意见达成的，目前
第一批 11个楼道共计 100盏灯已
经全部亮起。

接下来，白沙还将在老旧小
区内探索安保制度，引入安保人
员或物业托管等建立小区安保

队伍，增设岗亭及视频监控。
落实好老旧小区日常保洁、小
区 “ 污 水 零 直 排 ” 创 建 等 工
作，进一步做好管道疏通、雨
污水管改造等工程，“里子”和

“面子”双管齐下，美化亮化老
旧小区。

▲前虞村西岸桥 （陈朝霞 摄）◀前虞村老墙门

丁长永：
匠心打造传统乐器二十余载匠心打造传统乐器二十余载

早上8点刚过，吃完早饭的丁长永便一头钻进工作室，
开始制作越胡。刨、钻、磨、锉、刮……虽然制作工序繁
多，但是他乐在其中。“前几天，有个电器厂老板向我定制
了几把越胡。我得抓紧时间赶工，在约定日子保质保量交
货。”丁长永说，“制作越胡有多道工序，用的工具不下10
种。每把越胡拼装后还要调音，整个过程马虎不得！”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象山郁郁
苍苍的山涧竹林，孕育了一群聪慧的民间艺人。他们
雕竹根、品竹韵，以艺术的手法展现竹子的品格和特
性，赋予其新的形式与内涵。40岁的吴晓华就是其中
的一位。

▲吴晓华在潜心创作。（沈孙晖 郑勤 摄）
◀作品《刘海戏金蟾》。

图为丁长永在工作室内做乐器。（陈章升 摄）

图为社工帮助老小区点亮暖心灯。 （徐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