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 宁 张 琦

石雕技艺博大精深

今年 58 岁的鲁财定从 16 岁就
开始在鄞江的山上采石，拜镇里的
老石匠为师，学习石雕技艺。2018
年 12 月，他被命名为区级非遗项目

“工艺石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他
的石料加工场被确定为传承基地。

鄞江曾盛产梅园石，采石业从
古代起就是鄞江的一大特色行业，
至今镇内有上化山古石宕、天塌
宕、马鞍岗古石宕、华兴宕 4 处古
采石场遗址被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梅园石结构致密坚硬、质地细
腻光滑，广泛用于住宅、寺庙等建
筑中，很多工艺精良的梅园石雕作
品流传于世，比如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保国寺的唐代经幢、如今存放在
东钱湖石刻博物馆的石刻群、天一
阁门前的石狮、天童寺的御碑记、
日本奈良的世界文化遗产东大寺南
大门前的石狮等，都由鄞江梅园石
雕刻而成。而如今走进宁波任何一
座古村、寺庙等，梅园石所雕的石
狮、石桥、石牌坊、石台板花阶等
更是随处可见。

鲁财定是土生土长的鄞江人，
1980 年，16 岁的他跟着师傅在镇内
悬慈村附近的山上采石料，开启了
自己作为石雕匠人的生涯。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鄞江镇
内有 60 余家石料加工场，几乎家家
户户有石雕师傅，当时周边山上的
梅园石产量也不错，全靠手工开
凿。”鲁财定回忆，开采石料全凭
一把铁锤，非常辛苦，“风吹日晒
还是小事，每天用 8 公斤重的锤子
对着钢钎挥上挥下，有时手被铁锤

误伤，有时松动的石料落下来砸
伤，而搬运石料时一不小心被砸伤
也是家常便饭，我手上、腿上的受
伤部位数量自己都数不清。”

在学习了两年采石料、粗雕技
艺后，鲁财定又前往以石刻精雕闻
名 的 台 州 温 岭 ， 继 续 拜 师 学 艺 。

“打毛坯、画草图、去边角料、镂
花、精雕⋯⋯雕刻技艺的每一个环
节都不放过，刻苦学习了两年后回
到家乡，在石料加工厂打工。”鲁
财定轻描淡写地说着 40 多年前的学
艺生涯，在他看来，石雕技艺博大
精深，雕刻手法有圆雕、浮雕、浅
浮雕、镂空雕、阴刻、阳刻等，题
材则包罗万象，有寓意吉祥的动植
物图案和文字，也有中国传统的神
话故事、戏曲故事和名人故事等，

“学习石雕技艺需要沉下心来，一
步一个脚印，厚积薄发，没有半点
捷径。”

与时俱进开拓市场

2002 年，鲁财定自立门户，带
领几位徒弟从事石材加工和雕刻生
意，为宁波及周边地区制作各类石
雕作品。“随着经济的发展，宁波
不少乡村日益重视文化传承，很多
宅子修旧如旧，城市建设中修建绿
道、桥梁，也需要大量石雕，这为
石雕技艺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
鲁财定说，这些年，他的石料加工
场基本没停，“有 3 名雕刻工匠常年
驻扎，订单紧张时有 10 多人同时作
业。”

鲁财定介绍，这些年他的石雕
作品主要分布在宁波周边的乡村及
城区，天一广场喷泉池边的梅园石
台阶、东钱湖韩岭一家酒店的石
刻、镇海古海塘公园的壁画等都出
自他之手，而更多的是乡村、寺庙

所需的石狮、石桌、石凳、石窗、
栏杆等各种石构件。多年的技艺沉
淀和积累，让鲁财定名声在外，口
口相传赢得了宁波市内外不少忠实
客户，“前几天刚从舟山回来，为
一个寺庙前的斜坡安装新雕刻的一
块 7 平方米的九龙图案石雕。上个
月为海曙区龙观乡后隆村安装好新
修河道的石刻栏杆。年前则为广东
一座寺庙建筑石构件进行雕刻”。

近年来，由于鄞江本地梅园石
开采数量有限，在日常雕刻过程
中，鲁财定会从福建、山东、四川
等地购买石材，选择青石、大隐石
等进行创作，而且随着机械化程度
的不断提高，原来的纯手工制作逐
渐由磨光机、磨头等机械所替代，
不过细节处鲁财定还是亲力亲为，
传统的锤子、凿子、锉刀等工具全
上阵，完好地传承鄞江特有的石雕
和石材加工技术。“记得曾经为宁
波一个村庄雕刻了两对 1.8 米高的
石狮子，我们师徒三人精雕细琢，
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完工，手工雕刻

出来的作品的高低层次、立体感和
精 细 度 ， 是 机 器 雕 刻 无 法 比 拟
的。”鲁财定说。

虽然目前“业务繁忙”，但是
鲁财定依旧对技艺传承感到忧心忡
忡。现在，鄞江石料加工厂从高峰
时的 60 多家减少到 10 多家，而且
石雕匠人很多来自温岭、三门等传
统的石雕产业发达的地区。“如今
宁波通晓石刻技术的‘老前辈’屈
指可数，我有三名徒弟，最年轻的
都 48 岁了，学这一门技艺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了。”鲁财定坦言，石雕
是 个 “ 苦 差 事 ”， 经 济 效 益 也 一
般，要耐得住寂寞，更要吃得起
苦，“一方面雕刻过程中灰尘多，
不可避免对匠人健康产生一定影
响，另一方面，安装厚重的石雕物
件时，很多场合机械不能抵达，完
全需要匠人肩扛手提，难度大且容
易受伤。如何进一步扩大宁波工艺
石雕的影响力，吸引年轻人加入传
承宁波工艺石雕队伍中来，任重道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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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匠艺术之路

系列报道

雕 花 柱 础 、 石 窗 、 抱 鼓
石、须弥座、栏杆……春日时
分，记者走进位于海曙区鄞江
镇芸峰村的财丰石料加工场，
便被这里的各类石刻物件所吸
引。加工场负责人鲁财定正握
着磨头，对着一块长方体的厚
重石块精心打磨。

位于四明山东麓的千年古
镇鄞江，南北山峰对峙，为四
明山入口，有“四明锁钥”之
称。石雕艺术在鄞江镇历史悠
久，宁波产的石材小溪石和梅
园石，主要产自鄞江的梅园
山、锡山一带，而打磨这类石
料的“宁波工艺石雕技艺”于
2015 年 6 月被列入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鲁财定的石料加工场堆放的石刻物件鲁财定的石料加工场堆放的石刻物件。。（（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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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财定在打磨石刻物件鲁财定在打磨石刻物件。。（（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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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有情三月柳，夕阳难理一
湖烟。阳春三月，走进东钱湖镇高
钱村，青山环抱、碧水悠悠，一派
无限好风光。在村红色党建主题公
园，村民们三五成群，有的悠闲漫
步，有的打太极拳，还有的聚在一
起聊家常。高钱村妇女主任史娇君
告诉记者：“这座主题公园是去年

6 月底建成的，公园旁边还有新扩
建的村文化礼堂、文化广场、余天
任墓道石刻和青雷山步行道入口，
每到周末人流如织。”

高钱村隶属鄞州区东钱湖镇，
现 有 常 住 人 口 约 1900 人 。 取 名

“高钱”，源于高友文、钱顷两位志
趣相投、隐学故里的前人。在创建
全国文明村的征程中，高钱村走出
了一条自己的路。

村容村貌悄然嬗变。670 米长
的进村主干道全部重新铺设沥青，

地下排水设施更新，再也不用担心
雨天路面坑坑洼洼四处溅水了；村
内两个工业园区重新规整，不仅投
资 800 万元重新铺设了 两 条 1200
米 长 的 沥 青 路 ， 还 同 步 美 化 环
境；占地面积 21 亩的村级人才公
寓即将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村安置房七期八期即
将进行土地“招拍挂”⋯⋯这几
年 ， 高 钱 村 以 美 丽 乡 村 为 载 体 ，
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目标，加快
推进新农村建设，村庄面貌大变

样，道路变宽了，环境变美了，崭
新的公园、幼儿园、文化礼堂成为

“标配”。
全民参与志愿服务。每天早上

8 时半，“高钱绣绿护卫队”红马
甲志愿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们从村委会准时出发，开始一天
的志愿服务活动。“自从参与志愿
者服务以来，我已经练就了‘火眼
金睛’，任何垃圾都逃不过我们的
眼睛。为了减少二次环境污染，将
环保理念贯彻到底，我们把原来的
垃圾袋换成了可重复利用的铅桶，
而现在里面的垃圾越来越少了，村
里的安全系数越来越高了。”志愿
者钱亚珍说。

高 钱 村 共 有 注 册 志 愿 者 234
人，每天都会开展志愿活动。“高
钱绣绿护卫队”成员平均年龄 50
岁，年龄最大的已经 80 岁，最小
的才 18 岁，他们全年无休，每天
一组轮值上下午两场巡逻，将路上
的塑料袋、烟头、废弃纸张等一一
捡拾干净，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保
护村庄环境。

把民主自治放首位。“衡量一
个村是否文明，民主自治一定是排
在第一位的。换言之，村里怎么发
展 、 如 何 治 理 ， 都 让 村 民 说 了
算。”高钱村党总支书记许南勇告
诉记者。这几年，高钱村不断提升
基 层 治 理 透 明 度 ， 创 新 推 出

“11123”工作机制，让群众也能参
与到村级事务中，提升满意度。坚
持“1 个制度”，建立健全村民议

事委员会与“四议两公开”制度；
编发“1 份简报”，村党总支每周
编发一期村情简报；建成“1 个屏
幕”，在村办公楼门口安装了 LED
显示屏，定时循环播放有关村级
事务、管理决策、民主自治的视
频、图片资料和政策宣传片；用
好“微信短信 2 个平台”，将村务
在公众号上进行推送；做到“3 个
坚持”，坚持党务、村务、财务全
面公开，切实做到保障群众对村
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
权。

在村民们的群策群力下，该村
发展欣欣向荣，文明乡风建设持续
推动。不仅创作了凝聚民心的村歌

《高钱我的家》，打造了“春耕、夏
种、秋收、暖冬”文化礼堂四季活
动，定期开展剪纸、书法、绘画、
诗歌等培训课程，还自编自演了颇
具乡土气息的乡村舞蹈作品。值得
一提的是，该村将以人为本摆在首
位，为考上大学的村民发放“人才
奖励”，为生病的村民报销部分医
药费，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

“过年红包”，还以创建全国文明村
为契机，在村内评选了一批“慈
孝”之星。此前，村里的爱心企业
主郑海华夫妻俩爱心捐款 300 多万
元修建了崭新的村入口牌楼和登山
道。

文明新风入人心文明新风入人心 美丽乡村景如画美丽乡村景如画

东钱湖镇高钱村创建全国文明村有妙招东钱湖镇高钱村创建全国文明村有妙招

记 者 黄程
通讯员 卓璇 杨芝

“半浦在宁波江北，依江傍
海，土沃草肥，人又勤快，是个
古老的鱼米之乡，至今依然恬
静地躺在这块土地上。由于历
时久远，模样苍老了一些，但浙
江的村子都很洁净。看上去像
一个南方的老婆婆，满脸细细
弯曲的皱纹，慈眉善目，一身干
干净净的衣衫，鬓发梳得整齐，
仪态安然地坐在那里。”读罢冯
骥才先生的《半浦村记》，这个
坐落在姚江之滨的小村庄，在
脑海里渐渐有了模样。

从对岸的高桥镇搭乘摆渡
船，半浦村越来越近。摆渡的
师傅说，他每天凌晨 5 时左右
起床开船，3 个摆渡人轮班，
接送往来渡客，直到天黑。

渡口旁是一盏石柱天灯，
它已无须发挥过去夜间引航的
作用。天灯和旁边的渡亭、石
阶形成了一个渡口文化景观
区，无声地守护着半浦村，诉
说着往昔的辉煌。

古渡曾经有多热闹，天灯
知道。这个渡口占据水上交通
要冲，800 多年前，姚江上下
游与江对岸的客商纷纷挑着山
货，在这里上岸经营、转运。
世居半浦村的郑氏家族捐田建
造义渡，打造 3 艘渡船，昼夜
轮流免费接送行人。

穿过渡口街，走进村里，
一路都能看到鳞次栉比、错落
有致的马头墙和青瓦白墙、古
色古香的宅第，给人无尽回
味。古老的山墙、砖雕的门
楣、花样各异的木格窗、柱子
上桐油的痕迹，这些未曾被时
光掩盖的细节，诉说着当年的
风雅与荣光。

虽然只是一个江南小村，
但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半浦
村历史底蕴已经非常丰厚。村
落大族历世聚居，兴文重教，
村中有多处代表性的优秀建
筑，是宁波市十大历史文化名
村之一。

“村里有著名的‘二老阁’
藏书楼，保存完好的民国西洋
建筑‘半浦小学’。”提起村里的
宅第古屋，半浦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卡男如数家珍，
2005 年，村里成立了一支义务
文保队，从耄耋老人口中一点
一点挖掘半浦村的历史。近些
年 ，村 里 累 计 投 入 2000 多 万
元，对半浦村的古建筑进行修
缮。宁静、整洁的村庄与古朴厚
重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这样
的半浦村着实令人赞叹。

冯骥才先生曾盛赞，半浦
村人将村中仅存的 24 座有价
值的老建筑视作珍宝，小心翼
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村落：分期
分批地整理，先把精华修缮出
来，再着手其他已经修好的建
筑，修得很精细，保持着原先
的气质；还未修缮的依然断壁
残垣，也没有人乱动。连昔时
挂在门廊上挂食篮的木钩子，
还原原本本吊着。在冯老先生
看来，半浦村千年历史留下的
每一点滴细节里，都包含着一
个美妙的故事。

“复兴半浦文化，一直是我
们的梦想。”陈卡男说。在他的
带领下，村班子积极招商引资，
努力利用半浦资源优势发展农
文旅经济，带动乡村振兴。2016
年 2 月，建于 1921 年的半浦小
学成功转型成为半樸园，这座
欧式风格的二层西洋小楼变成
了传承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
研学基地，重新“开学”，每
年接待的学生有 5 万余人次。
这座沉寂多年的百年老校又重
新焕发出新的光彩。

2019 年 4 月，半浦村文化
礼堂被评为浙江省五星文化礼
堂。作为半浦村人文历史在新
时代的新演绎，半浦村文化礼
堂与古渡天灯遥相呼应，它在
某种意义上延续了灯塔的功
能，将一束束文明之光照进往
来之人心里。

江北半浦村：

古村焕发新生机

半浦渡半浦渡。。
（（徐烽徐烽 黄程黄程 摄摄））

高钱村风貌高钱村风貌。。（（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