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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村（后并入童夏家村）的名字从何而来？雁村的童夏
张周刘五大家族的渊源及现状，雁村的风土人情、宗庙与谱
牒……翻开退休老教师童中人写的《雁村志》，这些具体的历
史故事和渊源，都被工工整整的钢笔小楷字详细记录了下来。

从章水的一所中学退休后，童中人曾被返聘写过章水区
的简志。落叶归根，回到老家童夏家村养老后，童老先生最
大爱好就是翻翻书，看看报纸杂志，对地方历史、县志、民俗
等尤其感兴趣。

“我感觉这些年村里的变化太大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村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游客越来越多，旅游产
业快速发展。”不过，让童老先生感到有些焦急的是，不少年
轻人对村庄的历史知之甚少，而且村里也缺少一部系统性介
绍村历史的史料。

童夏家村是由雁村和夏家村合并而成，雁村坐落在竹木
葱绿的赤堇山下，长年流淌的小溪穿村而过，村里至今仍保留
着很多晚清和民国的古民居原貌，被誉为宁波的“香格里拉”。

“走过千山万水，最美还是我的家乡雁村山水。”童中人
指着祠堂中堂高悬的三百年牌匾“孝思堂”自豪地说：“可惜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了解村子的历史了，游客也知之甚少。”于
是，编写一本比较系统地、全方位反映雁村历史面貌和现实
状况的村志，成了童中人晚年的一大愿望。

童老感慨地说，编写这本村志，他还有个心愿：让年轻人
了解过去的日子多么不容易，从而珍惜现在的好生活，“当时
赤堇山区的山民卖山货，要挑到30多里外的横溪和韩岭去
卖，而且路上特别不好走，俗话说：‘童家童半夜，周家周勿睏，
童夏家村连夜奔’。那时姑娘们都不肯往我们山里嫁的。”

但毕竟年过九旬，身体也不是很好，编写村志是个系统
工程，耗时耗力，而且还是义务劳动，有人劝他不要费力不讨
好，但老人还是坚持下来。

“编村志是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也算是为村子的发展尽
自己的一份力。”他说。

“编村志是造福子孙的好事情”
塘溪九旬退休教师童中人13年义务编写村志

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全国劳模、灯塔工
叶中央一家五代守护灯塔的故事感动了很多
人。昨天，草根编剧贺玉民的话剧剧本《夜太
阳》的专家评审会在市总工会的会议室举行。

两次体验生活三易其稿

《夜太阳》取材于叶中央一家五代人守护
灯塔的故事，剧本展示了人与大自然的冲突、
新老灯塔工在观念上的冲突等。

贺玉民在评审会上介绍了这部戏的创作
经过。1995年初，他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
进修了半年后回家，应省戏剧家协会的要求，
创作话剧剧本《夜太阳》。为了写好这部戏，
他和省剧协吕建华秘书长一起到白节岛上体
验生活，他在岛上生活了十三天，与工人同吃
同住，经历了台风天补给船无法靠岸而吃酱
油泡饭的生活。1996年，剧本成稿后获得了
浙江省改革之光征文中的优秀剧本奖。同
年，在市总工会成立七十周年的晚会上，《夜
太阳》被改编成小话剧上演，赢得了观众的掌
声。

2000年夏天，贺玉民再次到海岛采风，回
来后把《夜太阳》改编成了音乐剧，因为种种
原因，这部戏没能搬上舞台。

去年9月，市总工会的领导看了《夜太阳》
的剧本后鼓励贺玉民进行再度创作。去年10
月，他进行了修改，去年年底，市总工会正式
立项，准备将这部戏搬上舞台，并报了市委宣
传部精品作品项目。

专家认为《夜太阳》非常有戏

在昨天的评审会上，专家们一致肯定剧
本的题材非常好，认为《夜太阳》讲述的是平
凡人的平凡事，但是在平凡中让人见到了伟
大。

宁波航标处党群工作部主任李学龙说，
叶中央早在1988年就被评为全国劳模，从
2014年开始，叶中央的故事再度被国内主流
媒体进行了报道，2016年，叶中央入围“感动
中国2016”年度人物。为什么一个上世纪80
年代的劳模的事迹到今天还能打动人？因为
这个故事中有家风家训的传承。

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著名剧作家
杨东标先生认为，剧本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核
心价值观，体现了坚守的精神。

与会专家还认为，剧本有事件有冲突内
容丰富，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结构的调整
和语言的打磨。

宁波市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国家一级编
剧孙仰芳说，戏剧要以情动人，剧本还需要在
结构上进行调整，让感情起承转合合情合理。

宁波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演员
王锦文根据自己的舞台经验提出了很中肯的
建议，她认为要进一步挖掘剧中主人公的内
心矛盾，提炼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让人物更加
丰满。

贺玉民表示，将听取专家意见，对剧本进
行进一步修改。

叶中央的故事
将搬上舞台
话剧剧本《夜太阳》
昨举行专家评审会

翻开《雁村志》的目录：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益
事业等，每个又有细分的小目录，非常详尽。童老告诉记者：

“村志上溯明朝，下至今天，前后逾500多年。但因为资料匮
乏，知情者寥寥，有些历史疑问考证起来真的不容易。”

雁村位于名人古镇塘溪的最深处，所在的赤堇片的内容
更加无从考证，为了寻找一点点的史料，老人搜集资料、翻地
方志、寻访村民、跑图书馆……投入了全部的精力。

但是说到收获，老人就开心地笑了。他聊起在《雁村志》
的修订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何婆岭”，
现在村里已经没有这个地名，知道这个地名的人也很少了，
老人是如何考证的呢？

原来，在1942年的立夏，有四个日本人曾在村里迷路，于
是抓了4个当地的村民带路，想回到位于横溪的驻点，在日本
人的军用地图上，出现了“何婆岭”这个标记。这个故事也是
日本侵华的一个史实，为了详细记录这个故事，老人多方查
找，找到了当年带路的村民童美法，把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

他还考证出，每年冬至那天塘溪为60岁以上老人办敬
老宴的习俗，其实起自清朝。

镇党史工作人员被童中人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精神所感
动，也帮忙多次前往区里进行相关内容的找寻，并将沉甸甸
的两本《鄞县志》送到老人手里，助其完成心血之作。

《雁村志》第一版不仅作为村志珍贵档案被镇政府保存，还
成了镇分管旅游文化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重要“参考书”，鄞州
区党史办领导也对童中人为家乡编史的善行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今，童老先生又忙着编修第二版村志，他告诉记者：
“这次的修改在原来记录雁村的自然风光、悠久历史、经济活
动、乡贤名士、民俗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人文历史方面
的内容。”

平时，老人还编写了多份童夏家村旅游文化建设简介说
明，一有空闲他就到童氏祠堂走走转转，主动为游客和村民
讲解村风村史……

只要天气允许，老人现在还会每天走1公里山路去菩提
岭打太极。在老人家的客厅挂着这样一副对联：“莫嫌老圃
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这应该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戴庆来 叶家辉/文
记者 周建平/摄

记录家乡雁村的历史

发现“何婆岭”的地名

一根拐杖，一个纸袋，
这是94岁的童中人出去
采访的行头。走在塘溪雁
村的山路上，老人的步履
匆忙，但是精神矍铄，伴着
一边潺潺的溪流声，他朗
声笑着告诉记者：“我这把
年纪的人，明天说不定就
不在了，所以我做事要抓
紧一点啊！”

他正在忙碌的是一件
公益事——给雁村写村
志。童中人是土生土长的
雁村人，1924年出生在雁
村，1951年去锦堂师范读
书，退休前当过40多年教
师，同时也目睹了雁村和
童夏家村曾经的贫穷和这
几十年来的发展，为了让
晚辈记住乡村的悠久历
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
美丽的山水，他花了13年
时间义务编写了4万多字
的《雁村志》，如今他又在
修改第二版的村志，预计
过年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