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家的音乐天赋遗传自父亲费闵渠。费闵渠
白天在银行上班，下班后喜欢捣鼓音乐，“小时候，
家里堂前间放满了乐器，我爸一回家就拿起胡琴、
琵琶，我们几个小孩都围过去听。”费家说。古琴则
比较特别，单独吊在书房，不和其他乐器杂处。年
幼的费家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说，这是中国最古
老的琴。

后来费家才知道，家里书房挂着的这把古琴是
传家宝。此琴为仲尼式，金徽玉轸，漆色古穆，琴体
遍布蛇腹状断纹。“按木头的断纹判断，至少在500
年以上，”费家把它判断为明琴，“可能年代还要早。”
难得的是，这把琴的声音很好，在老琴中非常难得。
费家录制首张专辑《半圃微吟》，用的就是这把老琴。

新中国成立后，费闵渠调去上海工作，曾到我国
当代历史最悠久的古琴社团——今虞琴社学习。“当
时，今虞琴社的空气很自由，想学什么就可以去找最
擅长这个曲子的老师学，没有门户之见。”费闵渠的
《渔樵问答》《梅花三弄》是跟吴景略学的，《平沙落
雁》《忆故人》是跟张子谦学的。

“父亲学来后，再利用探亲假回家教我。”费家
说，他那时候想学琴也没条件。据调查，1956年全
国会弹古琴的只有98人。宁波没人弹古琴，也没人
可交流。有时，广播里放古琴音乐，他算好时间跑去
东胜路口的小店里听；父亲带来的古琴唱片，被他在
手摇唱片机里放了无数遍。“我学古琴没有老师，基
本靠自学。”

2003年，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下子“热”了起
来，老琴也成了收藏界的宠儿，但费家一直和这份热
闹保持着距离。

有人慕名上门，想跟费老学琴，他总拒绝，说怕
误人子弟。来的人多了，他便想，自己当年想学琴没
人教，不能让后人也这么辛苦。

学生石头说，“先生教学，从不收费，来去自由。
他自定了教学形式，从认琴识谱、学习基本指法开
始，再学曲目，由浅入深。他说打基础重要，指法掌

握对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费家也从不严苛要求学
生的学习进度，多以褒扬、鼓励为主，并摒弃门户之
见，建议学生多听名家名曲、博采众长，提倡西式简
谱和中式减字谱相结合的形式学习古琴。

这次出专辑，一方面是难却学生盛情，另一方面
也是费家自己想“留下点什么”。专辑以“半圃”为
名，缘于其先祖费邦翰曾得浙江巡抚阮元隶书“半
圃”二字，用为斋号。沿用先人名号，也是不忘祖恩
的意思。

记者 顾嘉懿

他是庆安会馆创始人之后
费老一生低调，不喜宣传。据他的侄子骆进之

介绍：“费家祖上是宁波庆安会馆的骨干创办者，主
营航运业。费家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庆安会馆博
物馆成立时，最后一个搬出祖宅的贵族嫡传。在父
亲的影响下，费家自幼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必修课

——琴棋书画。”
1850年，庆安会馆刚成立时，九位创始人中以

费家两兄弟费纶金、费纶鋕投入最大，是会馆的主要
管理者。据费家介绍，“宁波东胜路有座费宅，今天
挂着‘水下考古办公室’牌子的，就是我们家。”

他当年学琴没条件，基本靠自学

他坚持免费授徒，摒弃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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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曹歆 楼世宇

美编/严勇杰 照排/陈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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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昨日上午，《四明文
录·<鄞州文史>精选》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240
万字，是鄞州区政协历史上编辑的篇幅最大的一套
地方文化丛书。丛书不仅是宝贵的地方文史资料，
同时也为地方志的史料挖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鄞州文化是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交流的一个
以县城区城为范围的沿海文化类型的标本，因而其
人物活动、史实，习俗风尚、文化传统都有独特而深
刻的印痕。鄞州区据此着重挖掘地城文化，弘扬优
秀传统，以此作为政协文史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于
2005年成立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创办《鄞州文
史》至今，已刊出23期，刊出900篇各类文章，成为

宁波市乃至浙江省有影响的文史刊物。
据悉，《鄞州文史》其中7册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收藏，并颁发了捐赠证书。中国国家图书馆吴师泽
馆员说，像这种非出版的最基层地方文献被中国国
家图书馆收藏，还是很少的。

《四明文录·<鄞州文史>精选》选取《鄞州
文史》第13至22辑中精华部分文章175篇，编辑
而成，按《三江文存》体例，分三卷九辑出版。
这些收录的文章中既有对专题的历史文化做深入
研究、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文章，如张如安的
《儒雅名世 清白传家——宋代鄞县桃源王氏家庭
考述》、钱茂伟的《明代鄞县杨氏科举对其他大家

族的影响》等；也有对重大史实中有关鄞州的首
次披露，如戴骅的《踏破东海万里浪 记叙钓屿第
一人——陈侃出使琉球国和他的<使琉球录>》、
施存龙的《鄞人赠石碑给华盛顿纪念塔诸问题辨
析——写在鄞人教徒向美国新首都赠碑 160周
年》 等；更有本地作者对重大史实的记录和追
忆，如沈小宝的《探寻强国富民路——王安石知
鄞试政追忆》等。

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评价这套丛书时表示：
“既挖掘了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又为当下的历史
留下剪影，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时代特
征。”

宁波老琴人费家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他是庆安会馆创始人之后，家传明琴历史逾500年

费家抚琴。通讯员 张剑波 摄

前天，宁波茶文化博物院举行了一
场特别的古琴专辑发布会，主角费家先
生已78岁高龄，满头白发的他抚琴而
奏，依旧丰神俊朗。

费家是宁波为数不多的“老琴
人”。2003年申遗成功前，古琴在民间
几成绝响，当时宁波最知名的两位琴
人，一位是查阜西的学生肖绪津，另一
位就是费家。肖先生如今定居上海，而
在宁波土生土长的费家依然在甬授
徒。最近，在学生们的热烈请求下，费
家用家传“明琴”录制了十首古琴曲目，
制成个人首张专辑《半圃微吟》，其半世
纪以来的习琴心得尽在其中。

《四明文录·<鄞州文史>精选》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