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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辣辣的太阳挂在
咸 祥 镇 球 山 村 中 塘 街
上空，一丝风都没有，
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走进中塘街西头一家门
楣上写着“七彩大松石”
字样的店铺，一方方绚
丽多彩的大松石映入眼
帘，一股清凉的感觉扑
面而来，燥热的心顿时
静了下来。五六个村民
正围着一个大板桌品茗
论道，把玩石头，欢声笑
语，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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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四明山余脉的大嵩江自西向
东，流经塘溪、咸祥、瞻岐，绵延 21 公
里，留下 99 个湾后注入象山湾。千百年
来，滚滚嵩江水滋润着两岸百姓，哺育
了大嵩江流域文明，养育出著名生物学
家童第周、书法泰斗沙孟海、著名昆虫
学家周尧、油画大师沙耆⋯⋯令人惊奇
的是，在这片 200 多平方公里的辽阔平
原上，仅有一座海拔 81 米的小山包，像
一颗明珠镶嵌在广袤的大地上。

这座山叫球山，山上出产闻名遐迩
的大松石。

7 月底的一个上午，鄞州区大松石研
究学会副会长崔二斌带着笔者前往球山。
蓝天白云下，眼前的这座小山包，无论从
哪个角度看都不起眼。四周已被一人多高
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南面山体比较完
整，杂草树木顽强地从石缝中钻出来，看
上去一片葱茏。北面山体则被削掉大半，
石块突兀地裸露着，留下乱采滥挖后的残
败景象。

“受历史条件限制，大松石的价值很
长时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谈不上
保护。大松石多次面临灭顶之灾。”眼前
的情景，让崔二斌深感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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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岁月中，球山对于当地群
众来说，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祖祖
辈辈筑路、建房、修海塘所用的石头就
来自这座山。“20 世纪 80 年代，我家建
房子，地基用的石料用船从球山那边运
过来，只要 8 元一船。当时只用那些粗
糙的石头，摸上去滑溜溜、亮晶晶的大
松石很难弄平整，于是就扔掉或者用于
砌猪圈。”48 岁的村民朱华存忆及当年，
一脸的惋惜。“我们小时候捡大松石当粉
笔 用 ， 在 水 缸 上 写 写 画 画 。 块 头 大 点
的，母亲会搬去腌咸齑。”村民徐佩君
说。

“建房修路用掉的石头还不算多。历
史上大松石被无序开采跟几次重大民生
项目建设有关。”球山村党总支书记杜明
伟说。20 世纪 50 年代村里海塘建设时用
的是球山的石头。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
让群众喝上干净淡水，当地政府在大嵩
江 下 游 靠 近 出 海 口 的 地 方 建 了 一 座 大
坝，所用的石头也采自球山。“球山本来
呈东西走向，远看很像一只趴在地上的
老鼠，山虽然不高，绵延 1000 多米，但
在一次又一次的开采中逐渐萎缩，剩下
的长不足百米。”最近一次的“灭顶之
灾”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一场台风
撕 裂 海 塘 ， 农 作 物 损 失 惨 重 。 台 风 过
后 ， 修 建 新 的 海 塘 迫 在 眉 睫 。 修 塘 所
需的大量石头从何而来？大家将目光又
投向近在咫尺的球山。

点爆炸药，山崩地裂。成吨成吨的
石头被搬去砌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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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山 石 、 青 田 石 、 昌 化 石 、 巴 林
石，号称“四大名石”，这些年价格一路
上扬。然而直到 2008 年前，大松石作为
印石的价值还没有被广泛关注。

今年 70 多岁的徐靖国是球山村的一
名老石匠，在球山采石场干了一辈子。
他回忆说，2009 年的一天，采石场来了
几个穿着整齐的城里人。“老师傅，您这
些石头卖吗？”城里人看着扔在一边的一
堆油光可鉴的石头赔着笑脸问道。“卖？
咋卖？砌墙不能砌墙，铺路不能铺路，
什么用场都派不上！”“那能给我们吗？”

“拿去好了。”老石匠大手一挥。城里人
装满了一小皮卡车绝尘而去。

“这一皮卡车，今天可以卖十几万
元。可当时大家都当废石料乱扔。”老石
匠的儿子徐佩君一脸苦笑道。

自那以后，村民们发现，上海、宁
波市区经常有人来球山村收石头，尽管
价 格 不 高 ， 但 村 民 们 也 乐 于 换 些 零 花
钱。不久，有精明商人发现商机，承包
下球山。表面上是开采普通石头，其实

‘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标是大松石！钻
探机、挖掘机冒着黑烟轰隆隆地开进球
山，爆炸声震得附近的房子都在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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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球山将被夷为平地，一位叫何
瑞潮的老人站了出来。

“当年用球山的石头建海塘、筑堤坝
时，我们不知道大松石的价值。况且那
是保一方平安，造福百姓。今天生活条
件好了，却还要把仅存的山炸掉，村民
们坚决不答应！”今年已经 83 岁的何瑞
潮回忆当年的情景，语气迟缓而坚定。

“球山是我们球山村村名的来源，千
百年来都是村里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
几十年前这一带还是海洋，每到台风来
临，很多船停靠球山避风。”

“这里还有历史古迹，戚继光的部队
抗倭时曾在球山上建烽火台；当年部队
挖的水井，至今也保存着。”

何瑞潮 20 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邱隘中
学，在当地算是文化人。“球山对研究宁波地
壳运动变化、海防历史、印石文化都具有重
要意义。保护球山，保护大松石，就是保护我
们的根和魂啊！”何瑞潮逐级向上级部门反
映，要求停止开发，依法保护。但因为缺少资
料和有力证据，他的建议一时未被上级部
门采信。何瑞潮没有退却。他晚上找资料、写
信，白天跑区、市文保部门，向文保专家反映
情况，并争取到100多位村民的联名。

何瑞潮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让事情
有了转机。2010 年 9 月，大松石矿址被列
为鄞州区文物保护点，大规模开采被叫
停。

“要不是有何瑞潮
等人的努力，球山也许
早就消失了。”球山村
党总支书记杜明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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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松石的保护面临
着另一场考验。

被列为鄞州区文保
点后，大松石的货源少
了，价格不断抬高，偷
挖偷采活动开始了。这
时，朱英达、杜明祥等
村民毅然接过何瑞潮的
接力棒，保护大自然赐
予家乡的美石。

即将宣布为文保点前一周，有人得
知 风 声 ， 开 着 挖 掘 机 进 场 ， 想 趁 机 渔
利。朱英达等村民们自发前往球山，日
夜守护。他们阻断道路，封锁出口，迫
使这帮人知难而退。但偷偷摸摸前来捡
石头、挖石头的人仍络绎不绝。

“白天还好，一到晚上，他们就打着
手电筒来找石头。我们每天晚上要巡山
好几次。”现年 71 岁的朱英达说，“有的
人 劝 劝 就 会 离 开 。 有 的 人 见 我 们 年 纪
大，操着手中的铁锹和锤子威胁我们。”
但朱英达等村民并未退缩。有一次，矿石
遗址附近一家企业买来大量钢筋、混凝
土，租了挖掘设备，称要打一口温泉井。球
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地下有温泉也是人
所共知。但朱英达巡山时发现，每当夜深
人静时，厂区里就会传出叮叮当当的声
音。“挖温泉完全可以在白天光明正大干
活。难道他们另有所图？”朱英达迅速向村
委会和镇政府汇报。一起私自开挖球山
山石的行为被及时制止了。

这 种 猫 捉 老 鼠 的 游 戏 持 续 了 好 几
年，朱英达等村民感到疲惫不堪。直到
几年后，咸祥镇政府沿着球山山脚建起
围墙，又装上 5 个摄像头，实现了全方
位监控，偷挖盗采才被遏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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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石头”逐渐降温，取而代之
的是，赏玩石头的雅好蔚然成风。

球山村是一个有着 3000 多人口的村
庄。今天，很多村民家里都收藏有玉石。“我
们村虽然不算经济强村，但却藏‘富’于民。
2010 年前村里造房子、修路，都用球山上
的石头，其中不少是玉石。”村党总支书记
杜明伟说。不久前，有户人家旧房翻新，有
人出 4 万元把地下的石头买断了。据说，眼
下上品大松石能卖到1万元一公斤。

据崔二斌介绍，大松石在当地已经形
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仅球山村就有三家大
松石门店，玩石头的有 100 多人。附近塘
溪、瞻岐都有买卖大松石的石头店，玩石
头的村民有数百人。他们白天下地干活、
企业打工，晚上在家里或琢或磨，自得其
乐，或者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喝茶品石。

“内怀冰清，外涵玉润”，乃君子之
德，石头真的可以养人。

每 到 周 末 ， 经 常 有 来 自 宁 波 、 杭
州 、 上 海 的 篆 刻 爱 好 者 前 去 球 山 村 赏
石。一来二去，村民们就和他们交上朋
友，有些甚至成了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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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岁的球山村村民朱雷明，初中都没
毕业，以前字写得歪歪扭扭。2019 年，他却
加入了鄞州印社，这在当地引起小小的震
动。朱雷明开了一家大理石加工作坊，平
时是一辆皮卡车代步并附带送货。接触大
松石之前，他的业余时间主要是喝酒、抽
烟、搓麻将。在赏玩石头过程中，他很羡慕
人家能把或工整或飘逸的字刻到石头上。
以石为媒，他认识了鄞州篆刻名家史晓
卿，拜师学艺。从此，他白天割大理石养家
糊口，晚上刻大松石修身养性。老师悉心
指导，自己勤学苦练，朱雷明篆刻水平突
飞猛进。“学篆刻的人都知道，刻到 100 方
石头，水平就提高一个层次，我已经刻了
400 方了！”现在，朱雷明每天晚饭后，会点
上一根沉香，一头扎进印章中，在金石盘
桓中安放自己的灵魂。

“近些年，当地篆刻文化发展很快。
2015 年，咸祥镇成立了大松印社，现在有
20 多个会员，其中有教师、医生、农民、渔
民、理发师、木工、公交车司机等。”咸祥镇
大松印社副会长朱彭军说。

傍晚时分，朱彭军带我们参观了咸
祥镇大松石陈列展厅，这里记录了大松
石的历史，展示了各种原石、印石和雕
刻作品，神采各异的大松石在夕阳余晖
中光彩夺目。

球山石头记
崔小明

陈 青

“这件船鼓是民国时期奉化民间传统

节日行会时用的大型道具，展现了当地

的民俗风情，也是奉化木雕工艺的集大

成者。”奉化博物馆馆长王玮把昔日行会

最瞩目的“明星”——民国木雕船鼓，

作为“一馆一藏”向市民特别推介。在

不久前举行的“寻找你心目中的镇馆之

宝”活动中，最多的观众也把选票投给

了这件珍贵文物。

奉 化 博 物 馆 位 于 奉 化 城 市 文 化 中

心，今年 6 月正式开放，主体建筑由原

热电厂发电车间改造而来，工业遗存特

色明显，是市民喜爱的网红打卡地。6

万余件馆藏文物珍宝中，既有史前文化

遗物，也有近代历史藏品。

20 世纪 60 年代初，这件千工百雕的

船鼓由奉化锦屏街道石柱下村捐赠给当

地文物部门。1995 年 6 月经国家文物局

文物鉴定专家鉴定，民国木雕船鼓被确

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奉化博物馆建成

之前，它在溪口博物馆展出。

船鼓名称的由来

王玮说，中国的木雕艺术起源于新
石器时期，距今约 7000 年前的河姆渡遗
址出土了木雕鱼、刻花木桨。木雕伴随
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一开始木雕是一
种不自觉的行为，直到人们有了审美意
识，木雕才真正成为一门艺术。“奉化木雕
历史上以翻簧竹刻、骨木镶嵌和根雕尤为
著名，木雕艺人擅长透空雕、深浮雕、浅
雕、嵌镶，雕刻刀法圆熟而有锋劲，手法干
净利落，线条简明流畅。清代至民国时期
木雕作品留存于世的较多，有千工床、花
轿、船鼓、佛像、红妆等。”

浙东宁波一带古时就有稻花会、庙会
等行会活动。行会活动是传统民俗文化，
行会期间往往要举行各种祭神仪式，把神
佛塑像、台亭锣鼓、船鼓等大件器物装上
彩车，在城乡间巡游，求神灵庇护，祈祷太
平保丰收。“附近村子里的百姓都会跑来
看热闹，路上也会非常拥挤。”

船鼓以海洋文化舟船为表征，出行
时以民间鼓乐为伴。王玮以“远看似山、近
观是船”来描述船鼓。说它是船，但不能在
水上航行；说它不是船，却有高翘的船头、
船尾和层层叠叠的船舱，如一条扬帆起航
的船。行会活动时，敲鼓的人钻进船舱内
部打鼓，船舱具有扩音效果，发出沉闷震
耳的响声，因此，才有船鼓的称呼。

呈现多种木雕工艺

静静矗立在展厅中的这件民国木雕
船鼓，高 2.7 米，长 2.5 米，体量庞大，
船体雕龙画凤，色彩艳丽。整件船鼓用
黄杨木、牛骨、锡以及彩绘玻璃等材料
雕制组合而成，从上到下通体施艺，无
处不雕。三面墙上的投影，为观众再现
了当时的行会场景，抬阁的、踩高跷
的、舞狮的，非常热闹，“在浩浩荡荡的
行会队伍中，船鼓以精致美观的外形和
悠扬动听的乐声吸引着观众，最引人注
目。”

王玮介绍，船体运用镂雕、圆雕、
浮雕、线刻等多种工艺，完美呈现了奉化
木雕的“精、气、神”。雕刻的内容有吉祥图
案、戏曲人物、神话传说、飞禽走兽等。画
面中的故事情节，融汇了人们心中的美好
愿望，反映了世俗生活，既烘托了主题，又
丰富了整体效果，为器物增添了无穷的艺
术魅力。

船头被雕成龙头状，
叶片状眉毛下球形眼珠外
凸，龙嘴微合露出几颗锡
制牙齿。船舷的两侧雕有
九狮戏球、鹤鹿长春、龙
凤呈祥等画面。

每一层都有故事

工 艺 最 复 杂 的 是 船
舱，共有十层。每层外围
有栏杆和挂落，用的是牛
骨片，上面锯出雷云纹、
回纹、菱形等众多纹饰，
环绕整座“船鼓”。远远
看去如一条条逶迤的“长

廊”，黑白相间，高低起伏，煞是好看。
雕刻最为精致的是船舱中部，自下

而上一层至三层，每层由大小不等的四
十块黄杨木雕花板组成画面。

第一层是当地民众的生活场景，如
春耕、锄禾、捕鱼、闹龙舟。捕鱼的画
面中有一渔夫在河边，手持木柄渔网，
刚提上来的网中有一条大鱼。旁边有两
个大人、一个小孩过来围观，孩子兴奋
的样子和两个旁观者凑近身子观看的情
景活灵活现。渔网下水波泛起层层涟
漪，岸边杨柳低垂。雕刻者以精湛的透
雕、镂雕、浮雕及阴刻等技艺，将这一
活生生的场景定格在一块小木板上。

第二层是官场生活图，有出巡、两院
并审、衣锦还乡、洞房花烛夜等。第三层是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为主的戏
曲人物，“两军师隔江斗智”中诸葛亮站立
船头，手拿羽扇面带微笑，镇定自若。岸上
周瑜等人面部狰狞，手舞刀枪。

船鼓第四至第八层除雕刻花鸟草虫
走兽外，主要采用彩绘玻璃装饰。玻璃
上的绘画色彩鲜艳，与整体效果十分和
谐。第九层是“十殿阎王”。

九层之上，亭台楼阁巧妙地组合成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古建筑群。船舷
边上的小插件生动活泼，美人鱼木雕为
之增添了异域风情。

母爱的产物

这么精美的船鼓据传是民国初年石
柱下村一寡妇出巨资请当地木工雕制而
成。王玮说，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年
轻的寡妇有一幼子，有一次，村里举行庙
会活动，她的幼子也跟其他人一起看热
闹，由于人小个子矮，在人堆里看不见最
漂亮的行会道具，就跑回家向母亲哭诉。
这户人家家境殷实，妇人就对孩子说，妈
给你打造一座最漂亮的船鼓，让你天天
看，儿子听了破涕为笑。妇人卖掉一部分
田产，请了 3 位优秀的雕刻师，花 3 年多时
间制作而成，当时十里八乡都轰动了。“这
件船鼓雕刻工艺精湛，名声外扬，经常租
借给各类活动用。”

民
国
木
雕
船
鼓
：

昔
日
行
会
最
瞩
目
的
﹃
明
星
﹄

奉
化
船
鼓
。

（
陈
青
摄

）

船
鼓
局
部
。

（
陈
青
摄

）

八
十
三
岁
的
何
瑞
潮
老
人
在
矿
址
文
保
点
讲
述
当
时
保
护

大
松
石
的
故
事
。

（
崔
小
明
摄

）

球山一角球山一角。（。（崔小明崔小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