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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村子消失了，
后人对家乡能有几分了解？”
以代充煤气为生的他，用数年时间编修出20万字的村志

他是一个以走街串巷代充煤气为生的普通老百姓，他也是一个耗时数年写下
20万字村志的文化人。他叫王春盛，家住奉化城区南郊，虽然10岁时便离开老家
大堰镇王家村，可对那里始终留有一份深情。

午饭前骑着三轮车代充煤气，下午到村子走访老人或到档案馆、文保所等可能留存相
关资料的部门寻找资料，晚上又提笔整理有用的信息。年复一年，这就是他的生活轨迹。

“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人相继去世，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也许十年后村子就会
消失，后人对自己的家乡又能有几分了解？”这就是他费时费力编写村志的初衷。

王春盛的家位于南大路，这里是奉化的老城区，大多小区年头已
久。昨日，记者在小巷里绕了许久才找到他的住处。

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堆着几个煤气瓶。推门而入，是个小院子，往
里走便进了客厅，最先映入眼帘的一张书桌也是他日常的工作台。

也就六七平方米的空间，书柜占了一面墙，里面全是他的宝贝。“这
些都是从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搜罗或借来的资料、书籍，编写村志全靠它
们了。”

书桌上，一摞A4纸打印的材料包裹在黄色牛皮纸里，封面上写着
“徐马站村志”。这就是王春盛前不久编写完成的村志，足有20万字。
“徐马站包括王家村、徐家村、程家村三个行政村，几个村挨得很近，我把
它们的‘前世今生’都梳理了一遍。这已经是完整版的第二稿了，但还有
一些差错，需要逐一修改。”翻看目录，内容详尽，包括姓氏宗谱、起源、地
理、交通、水利、农业、旅游、宗教等，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

几十斤重的史料支撑着这本村志的成型，但因史料大多以文言文呈
现，光是读懂它，王春盛就花了好一番功夫。“我只有初中文化，哪里看得
懂！最开始的时候，读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又是查字典又是请教人，花了
几天才弄明白。”

“除了去档案馆、文保所、镇政府找资料，我还请教村里的老人，以及
早年搬出去的人，他们口口相传的，也是这个村宝贵的传统文化。”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
读懂几百字的文言文史料就得花好几天

在妻子看来，王春盛的所为是执着，更是一份与生俱来的情怀。
他自幼家境贫寒，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他不像其他同龄人一样爱

玩耍，只喜欢读历史，喜欢刨根问底。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开始搜集有关
村子的资料，一开始只是想图个明白，未曾想有一天会将它们整理、记录
成册。

早些年王家村修了一本宗谱，王春盛拿到手一看，发现其中有关始
祖的描述有误，其实村史还能再往前推。“我那会儿只有二十几岁，提出
疑问时很多人并不认同，有人开玩笑说，让我自己重新修一本宗谱，我回
了一句‘好’。”

他还真说干就干了，靠着手头上现有的资料，再到处搜罗，花了两年
时间编修，2013年8月20日，村民拿到了这本宗谱，对他的质疑声也慢
慢少了。

至于后来为何编修村志，他坦言“身边资料很多，不想浪费了”。
这几年，王春盛平均每个星期要回村子两到三次，每次都是在午后

骑着摩托车去，路上花一个小时，晚饭前回来，吃完饭又埋头在桌前。
代充煤气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妻子腿脚不便，家里还有一个念初

二的女儿，日子本就紧巴巴的。但花在编修村志上的精力，已让他无暇
照看家里以及赚更多的钱。

“以前几个村子加起来常住人口最多时有2000多人，现在只有150
人。如果有一天村子消失了，我怕年轻人再也无从了解家乡！”他叹了一
口气，轻轻地说。

家境贫寒的他执意编修村志
只是为了“让以后的年轻人能了解家乡”

采访中，王春盛时不时提起给予他支持的奉化区委党史研究室（区
志办）主任陈黎明。

“他是一个很另类的人，别人在这个岁数可能喜欢打麻将、抽烟、看
电视，而他却埋头于编修村志。”昨天下午，记者联系到了陈主任，“另类、
专业”是他对王春盛的印象。“最初他把手写的村志递到我这里时，我也
对他文中的材料和数据提出过质疑，没想到他后来把一大摞原始资料拿
过来了。我一看，信服！”

2016年，政府部门开始推行基层志的编修工作，王春盛的个人爱好
也逐渐被纳入政府行为。

“村志是有体例规范的，包括纲目、内容、字数、结构等，他编修的村志
非常符合要求，明年应该可以定稿，到时候我们会正式出版。”陈主任说。

他的个人爱好逐渐被纳入政府行为

■快评

成就梦想
情怀比专业更重要

一个靠走街串巷代充煤气为
生的村民，耗费数年撰写出 20 万
字且颇具专业水准的村志，这个

“界”跨得可不是一般的大。待了
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你又
会觉得这人并不奇，这事也不怪，
因为支撑这一“跨界人事”的背后
有两个字——情怀！

按说，编修村志是一门既专业
又精细的技术活，并不适合一名只
有初中文化以卖劳力为生的村民
来干。可人家愣是凭“情怀之长”
补齐专业短板，让自己编修的村志
赢得了专业人士的信服。

什么是情怀？情怀是一种高
尚的情趣和胸怀，经常体现在对一
件事物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孜孜
追求之上。情怀这种“物质”，经常
呈现出比专业因素更强劲的魔力，
能驱使人们跨越年龄、专业、阶层
等世俗隔阂去成就梦想。在现实
中，类似这位“情怀村民”的名人轶
事并不罕见。比如，商店伙计华罗
庚后来成为大数学家、木匠齐白石
成为大画家，还有咱们宁波的著名

“鸟人”张海华，本科学的是哲学，
研究生学的是中文，后跨界成为鸟
类博物专家，其撰写出版的《云中
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获得专家
读者的广泛好评……这类人梦想
各不相同，但情怀息息相通。可以
想见，如果缺乏情怀，就算他们学
的就是本行，干的正是本职，恐怕
也只能大概率重复“上班下班，敲
钟吃饭”的生活。

在成就梦想的过程中，情怀
比专业更重要；如果执着的情怀
与扎实的专业能合二为一，那么，
成就梦想就是个大概率事件。

胡晓新

王春盛正在修订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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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马站位于
奉化大堰镇万竹
村西北，是一个
由徐家、程家、王
家等自然村组成
的片村统名。相
传，古时这里有
个徐姓的人在马
站里做驿夫。马
站，就是驿站，又
叫急递铺，由官
府设立，负责安
排过往官员的交
通和食宿，相当
于 后 来 的 招 待
所，还要传递公
文急件。徐马站
村由此得名。

对 村 民 来
说，最熟知的有
关自己村的历史
可能就是桥头王
自卫队。抗日战
争时期，奉化县
城沦陷，土匪强
盗蜂起，桥头王
（王家）村的王忠
孝、王忠和兄弟
俩把族里青壮年
组织起来，成立
自卫队，在水布
山头筑碉堡、庙
后山岗挖壕沟，
还在山中要道、
村庄入口等地编
起篱笆。队员日
夜轮班站哨，进
行军事化训练。
1941年7月，有股
百余人的土匪从
武岭坑方向过来
抢劫，自卫队奋
勇堵击，村庄得
以保全，从此名
声大振。
记者 陈烨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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