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有个芦山村，这
里的村民爱好文学和民间乐器，特别喜欢地
方曲艺。说起屠明华的名字，芦山村的村民
们都非常熟悉，有些称呼他为“老秀才”，有些
叫他“作家”。在村里长大的他，儿时就喜欢
放学后去书场里听蛟川走书，一坐就是几个
小时。

初中毕业后，屠明华在家务农。那个年
代，村里的娱乐活动基本靠戏台子支撑。由于
从小的爱好，屠明华尝试摸索写小戏。“以前到
了夏天乘凉时，邻居都坐在一块，聊聊家常里
短，我在一旁听着，就会有很多灵感忽然冒出

来。”屠明华说。
退休后，屠明华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写作，

他每年都要写散文、小戏、走书等几十篇。写
好的作品都装订好，标上年份、时间。如今已
出版了《小戏、小品、小乐胃》、《车兑车、米兑
米》等文集。其中2015年创作的宁波走书《一
枚钻戒》获得市一等奖，2017年创作的故事
《斗米换婆娘》获得省三等奖。

2011年对于屠明华来说是个重要年份。
在他举办的一次专场演出中，吸引了4000多
名观众。现场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听到精彩
处，观众们还时不时地鼓掌叫好。

屠明华:从乡间田头走出来的“土秀才”
“老梅生新枝，夕阳当朝阳。”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送给屠明华的一幅书法，也是屠

明华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今年75岁的屠明华曾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从上世纪70
年代起，就开始着手写作，日积月累，陆陆续续创作了几百部曲艺作品。

2009年，屠明华圆满完成了北仑区“非
遗”普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查工作先进个人。屠明华一直致力于民间
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在乡、
镇、村基层深入调查，不计报酬，默默地收集整
理非遗资料，有效地保护传承创新蛟川走书、
唱新闻、鼓阁等民间曲艺，对北仑区的非遗保
护工作有着重要贡献。

《甬上风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观》一书是2010年开始参与编写，到2012年
正式出版，屠明华是四名创作者之一。而说起
这本书，那就不得不提屠明华创作的《中国民
间文学集成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卷》。

上世纪80年代，屠明华所在工作单位接
到通知，负责搜集整理全镇的三集成工作（民
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集成）。于是，屠
明华与其余几位工作人员分头去寻找线索，共
走访了共17个村，3个居委会。走访过程中
也遇到了许多趣事。

有一次，屠明华去西山村采访，正在进村
的路上，忽然冒出一条蛇，把他的脚给咬了。

不多一会，屠明华的脚便肿得跟个馒头似的，
走路都困难。幸好，路过的村民把他背到一个
治疗蛇毒的农户家。治疗时，屠明华还拉着村
民采访，村里有一位老人听说了他的事情，特
地跑过来跟他讲述了一个《太婆礁》的故事，邻
村的村民也主动来提供线索。

屠明华也有被“嫌弃”的时候。有一次，他
前往烟墩村走访，有位80多岁的老人讲了一
个题材很好的故事，可由于老人耳朵不好，牙
齿也掉光了，说话有些含糊不清。屠明华索性
去了三趟。第三次去的时候，老人的儿子却不
太乐意，有些阻挠，最终屠明华还是用诚意说
服了老人的儿子。

屠明华说，那些讲述者的口述材料是最
宝贵的，有些人可以说3、4则民间歌谣和传
说，有时候还能原模原样唱出来。最终，书内
共记录了《姑娘出嫁要撑伞》等共379篇民间
故事和歌谣，为之后《甬上风华——宁波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观》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记者 徐丽文

《情中情》的故事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
“那年刚好遇洪水，每家每户都会出钱赈灾，可
有一位老人，不愿意拿出一分钱，邻居都说他
是铁公鸡。”屠明华说。

于是屠明华写了这部戏，公演的时候这位
老人也在场，看完这场戏，老人感到有些愧疚，
慷慨地为家乡捐了一万元。

《砸杯记》是围绕“开车不喝酒”的规定所
创作的。有个长途司机一直都喜欢喝酒，开车

也要喝酒。有一天，司机酒后驾驶翻车了，右
腿被摔断，从此无法再开车了。之后，这个司
机在公路旁开了一家餐馆，遇到前来买酒的司
机，他就亮出自己的伤腿现身说法。

屠明华写出来的故事，有着浓厚的乡土韵
味，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家庭邻里的嬉笑怒
骂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短小精悍、清新鲜
活的“百姓故事”，让人从柴米油盐的小事中，
体会到人生大义。

足迹遍布北仑农村

柴米油盐里蕴含人生大义

热衷创作接地气的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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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都在外地，原先只能打电话，现在我已经把
微信玩得很熟练了，和子女、孙子们聊天可开心了！”

“年纪大了接受慢，家人都没时间教我，还好这里
老师很耐心，讲的内容也通俗易懂，内容由浅入深，课
程安排得很适合我们！”

近期，《宁波老年》康乐老年俱乐部联合启华教育
推出的智能手机老年培训班第三期，就将结束最后一
堂课，学员们纷纷表示，经过一期的学习，收获很大。

据悉，课堂上老师们讲的都是最基本的知识，内
容涵盖从如何收发信息、如何使用手机中的一些基本
功能、如何用微信发语音发消息、如何拍照录像并与
微信好友分享等。通俗易懂的教授模式，很受学员们
欢迎。

为了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学会智能手机的基本
操作（微信、拍照等），《宁波老年》康乐老年俱乐部
联合启华教育将继续推出第四期智能手机培训班，
主题还是手机基本入门（微信、拍照等）。

第四期智能手机培训班，欢迎45岁－75岁的中
老年朋友参加。除了手机班外，我们还开设了英语
班、烘培班等，具体开课情况可详询《宁波老年》康
乐老年俱乐部。为满足不同读者的时间，各培训班
可滚动开班，满10人开班，可中途插班，满班20-30
人。

所有课程每班每期150元，每期10次课时，每周
每班一次课程。对于一次性报两个班及以上的学员，
每班可优惠10元。为了鼓励大家的到课率，我们也
推出了全勤奖奖励。一学期之内，全勤且无迟到现
象，报名下一期时可优惠10元。推荐老友报名成功
的学员，每推荐一人，即可获得10元/人的现金奖励。

如果您想报名老年培训班的相关课程，或是已经
报了课程有疑问的（如课程何时开、有哪些内容等），
请拨打《宁波老年》康乐老年俱乐部的报名咨询电话。

报名电话：87167337（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下
午5点）

上课地址：鄞州区天童南路1088号环球银泰城4
楼未来书店内

公交线路：101 路 151 支线 178 路 186 路
188 路 633 路 633 夜间线 666 路 668 路 669
路 861路 环球城东站下车

记者 徐益霞

内容通俗易懂
学得不亦乐乎
智能手机培训班第四期开始招生

听到葡萄膜炎这个病名，很少人会把其与眼病联
系在一起。

葡萄膜炎种类繁多，病因相当复杂，由于它发病
急，变化快，反复发作并出现严重并发症，严重影响视
力，甚至失明，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如何做好防治
工作，5月8日上午8点半宁波博视眼科医院医生白
洁将为大家带来博视大讲堂第十讲。

讲座结束后，将由医护人员进行免费的义诊。凡
是前来参加的《宁波老年》读者免费获得了电脑验光、
眼压、眼科常规检查、oct（光学断层扫描）、眼部B超
等价值218元的眼科检查套餐，另有精美小礼品。即
日起可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报名电话：
87725855。

●医生简介

白洁，大连医科大学医学学士，中国青光眼百家联
盟研究组成员，朝聚集团青光眼学组组员。曾于天津市
眼科医院进修主攻青光眼和白内障，从事青光眼及白内
障临床工作4年。出诊时间：每周四、周六全天。

地址：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337号（海曙区人武部旁）
公交线路：5路、14路、23路、305路 海曙区人武部

站（博视眼科医院站）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高强

警惕葡萄膜炎反复发作
博视大讲堂第十讲5月8日开课

“今天给你们写信是想表扬和感谢在我们家
服务的高秀英阿姨……”前不久，宁波晚报·博组
客白云庄社区居家养老中心收到一位服务对象
女儿写来的表扬信，对到她家服务自己父母的宁
波晚报·博组客工作人员称赞有加。

这位女士之前到宁波晚报·博组客考察，希
望帮父母找一个照顾饮食、生活的钟点工。这位
女士给父母找过许多服务人员，但父母都不满
意。当时，工作人员推荐了高姐，她决定试试。

几天后，她就感受到了高姐的服务质量：对
父母关心备至，每天关心老人的三餐，关心他们
的疾病，嘘寒问暖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

让这位女士感动的是，自己父亲已84岁了，
不仅行动不便，而且大小便失禁，有时候小便会
尿在裤子和床上。每次，高姐都会耐心地安抚父
亲，并耐心清理清洗。

这位女士父母都是宁波人，而高姐来自东
北，不会做宁波菜。为了让老人吃上可口的饭
菜，她特地请教别人，尝试着为两位老人做地道
的宁波菜，过不了几天，她做的宁波菜就受到了
两位老人的称赞。

“交给高姐真的是放心了，她就像自己的姐
姐一般。”这位女士表示，子女们工作繁忙不能每
天去看望老人，但高姐每天都会打电话来沟通，
告诉子女两位老人一天的状况，让他们不要过于
担心。

据了解，高姐之前是一名医院护工，在护理
病人方面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有专业知识。

地点：白云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海曙区蓝
天路108弄25号）

更 多 详 情 请 拨 打 联 系 电 话 ：87042867、
15372604697 记者 徐丽文

宁波晚报·博组客收到表扬信：感谢护工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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