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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

半浦村文化礼堂：

活着的
文化礼堂，兼具文化传承和习“礼”的含义，但

在许多地方，文化生活展开良好，一个“礼”字却苦
无抓手。半浦村文化礼堂，是难得能将“礼”字带
入人心的所在。

2016年，奉化人竺彩君来到半浦，一下子为这
里的“安静”所吸引，她一眼相中当时已废弃多年
的民国建筑半浦小学，将之改造成宁波市中小学
生社会实践大课堂资源基地“半朴园”。

这是一座有着欧式风格的两层建筑，始建于
1921年，由半浦同乡会牵头捐款，从半浦走出去的
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先生捐资总款一半。经过
近百年风雨，柱头、花窗、莲纹福字地砖，风貌依
然。“看到这个学校就觉得不一样，这里应该是读
书的地方。”竺彩君说，与学校打交道多年，她知道
校园教育缺失什么，“我希望这里不仅是国学传承
基地，更是青少年学习礼义的空间。”

半浦的土壤太好，尊师重教、慈孝文化洋溢
在每一寸土地，“好像天然有一种能量去唤醒孩

子潜藏的基因”。几年来，半朴园与宁波各所学
校合作，让孩子们在这里体验古礼——开学入泮
礼、感恩成长礼、13至14岁的成童礼、18岁成人
礼，还有古为今用的生活礼，如中午的礼仪餐，教
孩子坐姿、吃相，“长者先入席、好吃的留给长
辈”，这些都是独生子女时代容易在家庭教育中
丢失的。

体验古礼不是形式主义，竺彩君认为：“我们
会通过教学导入，通过10人一组角色扮演，再加观
看视频的方式，让孩子有切实的体悟。”文化是要
去呼唤的，孩子的心柔软，能懂感恩，“好的教育，
就像一朵云彩推动另一朵云彩，很漂亮的”。

半朴园运行以来，已有数十万名学生来到这
里，参与社会实践。作家冯骥才在半浦参观时听
闻此事，也为之感动，回去后在文章《半浦村记》里
写道：“不仅有珍贵的遗存，还有鲜活的文化传承，
更有渐渐好起来的生活，有自己的特色与追求
……何愁保护与传承。”

“半浦大地方，三庙六祠
堂，一阁一庵一义庄，村中新
学堂，古渡畔姚江。桥像砚台
村似岛，深宅大院真不少
……”凡写半浦村的文字，大
多会引用这首民谣，以形容辉
煌的村史。

作为姚江之滨有代表性
的渡口古村，江北区慈城镇半
浦村自古至今文脉昌盛。二
老阁的藏书文化，古渡口的运
河史，郑氏一族曾经开办的义
庄，并未远去的历史在村民口
中相传，宗派、堂号、谱系仿佛
与生俱来的归属，烙印在每个
人身上。

在半浦村生活的人们有
着他们所不自知的强大文化
自信，文化礼堂在这里更多是
集合、是淬炼，将古村的文化
精华凝聚。

与别处文化礼堂不同的
是，半浦村文化礼堂将“文化”
与“礼义”的传承并重。三大
组成中，乡风文明馆、慈孝家
风馆以展陈为主，“半朴园”以
互动教学、为青少年提供研学
基地为主，三者有机组合。今
年4月，半浦村文化礼堂被评
为省级五星文化礼堂。

随着运河时代远去，半浦
作为交通要塞的含义已经淡
化，古渡唯一遗留的石柱天灯
也失去实际功能，而文化礼堂
却在某种意义上将灯塔的功
能延续，将一束束文明的星光
照进往来之人的心里。

半浦村文化礼堂的所有建筑无一新建，皆由
老房子修缮而来。

乡风文明馆设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村大
会堂，作为村里的公共空间，位置醒目。据分管文
化礼堂的村委会委员郑丰介绍，乡风文明馆前后
经过两次提升，格局已成规模。

一楼为村史陈列，包括古建文化、古渡商贸文
化、农耕文化几个部分；二楼展示历代名人、宗族
文化和藏书文化。作为地理空间，半浦存在已有
800多年，今日留下的古建大多为清时期建筑，青
砖黛瓦白墙与现代化民居连成一片。稍著名的有
中书第、陆善堂、益丰门头、孙家等，有江北区文物
保护点24个。

郑丰说：“半浦的民宅有典型的江南民居特
色，民宅小巧精致，官宅建制规整，是江南民居集
大成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多为私宅，没有开放，文
化礼堂的图片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遗憾。

古渡文化也是半浦代表性特色。据至今仍在
江上摆渡的徐师傅介绍，约30年前，半浦渡与渡头

街还是一片繁盛景象，卖货的、修鞋的，往来商旅
无数，人群摩肩接踵。伴随公路时代到来，半浦的
落寞也在一夕之间，展陈中的图文详细记录了这
段过往。

进入二楼，郑丰的话匣打开更多。作为半浦
郑家的后人，郑丰是村西复训堂郑氏之后，与村东
的佑启堂郑氏不同。藏书楼“二老阁”就是他们这
一支的先人郑性所建。“以前村里6个祠堂，郑氏占
了5个，可见族群庞大。”郑丰说。

唯一的周氏宗祠惇德堂经修缮新增了“慈孝
家风馆”牌子，也作为文化礼堂的一部分。“家风家
训在半浦源远流长，在许多家谱和村民记忆里深
刻存在。”郑丰说，慈孝家风馆是想让半浦务实守
信、崇学向善的家风播撒得更远。守门的过梅娟
有一本本子，记录了去年11月开馆以来到访者的
人数，“来人很多，光学生就有上万人”。

“文化礼堂建设的初衷之一就是为整理历史、铭
刻乡愁，半浦有这么好的资源，文化礼堂的打造对我
们来说可以说是内容丰富、水到渠成。”郑丰说。

半浦村有村民600余户，60%以上为老人。
如何让老人们在文化礼堂找到归属感也是慈城镇
文化口负责人需要思考的。

“文化礼堂成立以来，我们组织了不少活动，
如端午裹粽子、做菖蒲、做香包，春节写春联、送春
联，都请老人参与，半朴园搞活动人手不够也邀请
村民一起帮忙。”郑丰告诉记者，今年6月中旬，半
朴园迎来一场以“拾村文化——非遗新生、匠心传
承”为主题的非遗集市活动，村民画扇面、古法做
酒、磨刀剃头，参与度很高。

“拾村文化”是慈城镇为丰富文化礼堂活动而
推出的一个文化品牌。“拾”在这里是重拾文化，彰

显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守卫，又象征着一种圆满，
预示着文化融合向前发展的美好期待。

“我们组织的‘拾村文化’巡演活动，通过‘群
众文化群众演、文化大餐群众点’的形式，每年精
选一批节目到文化礼堂，首站就放在半浦。”工作
人员黄利军说，那次演出为半浦“量体裁衣”，以戏
曲表演、非遗传承、水秀江南与舞蹈节目为主导，
用场景再现方式，唤起半浦村民的文化自豪感、认
同感、凝聚力，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除了这些，半浦村文化礼堂还积极开展“传承
慈孝、喜庆重阳”敬老活动，组建文物保护志愿者
开展保护遗产宣传行动，吸引广大村民参与，渐成
与村庄和谐共生、共同繁荣发展的精神家园。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杨芝

Ｂ 重“礼”“义”的传承与发扬

Ｃ“拾村文化”建精神家园

Ａ 地域文化与礼堂诉求无缝衔接

古渡天灯。记者 顾嘉懿 摄

▶半浦村文化礼堂乡风文明
馆设在原来的村大会堂。

记者 顾嘉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