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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过去生活的模样
打卡地：耕泽石刻博物馆

沿着通途西路一路往西，来到高桥镇下边
1号的耕泽石刻博物馆，这里有唐代的经幢、宋
代的石鼓、明代的花台、清代的石狮，外加精巧
的名人故居。在这里，能探寻阿拉宁波人过去
的生活方式。

博物馆主人戴文土告诉记者，“耕泽石刻
博物馆”这个名字是由宁波已故文人周时奋取
的，意为“耕作为本，泽被湖山”，因为馆内的石
刻大多以农具、居家为主。

每个博物馆总有一两件镇馆之宝，耕泽石
刻博物馆也是一样，藏有几件独一无二的石刻
作品。其一是出土于宋朝的石碾子，它带给人
相当大的视觉冲击。戴文土说，这个庞大的石
碾子，光一个石盘就重达几百斤，当初发现时，
石辗子还在土里未被挖出来，戴文土得知后，
赶紧带人跑到现场，亲自拿着锄头、铲子，把散
落不成形的碎片全部刨出来，然后用大车拉回
家。到家后，又是找图纸又是找资料，边学习
边拼装，花了好些功夫，才算把整块石碾子给
拼装完整。

此外，门口的两只门鼓墩和里头那个鸭龙
都是唐朝的文物，距今起码超过1100年。耕
泽博物馆目前收藏的石刻超过7500件，以明
清的物件居多。

博物馆内还有一间很特殊的屋子，是宁波
末代进士忻江明的故居。忻江明是宁波下应
人，忻家世代都是读书人家，忻江明自己也在
光绪三十年考中进士。由于老家拆迁，戴文土
主动请缨把忻江明故居原原本本地移到了耕
泽石刻博物馆。“当时，忻江明的孙子都已经92
岁高龄了，看到他爷爷的故居、自己小时候生
活过的地方有一个安放的去处，老人非常高
兴，还把家中的老物件一股脑全都送到了耕泽
石刻博物馆。”戴文土回忆道。

唐代的鼓墩仿佛在讲述盛唐时千里之外
宁波人的故事；明清的石刻吸引着来自东北亚
专家、游客不远千里而来；至于名人的故居，则
让博物馆多了几分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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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探寻最原汁原味

的宁波民俗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风俗习惯、人文地理，因此

每个地方的民俗也各不相同。东海之滨的宁波，向
东是大海，城市内则江河环绕，这里的人民千百年
来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有着独一无二的民俗。

本期书香文旅，就与大家一同来到宁波的民间
博物馆，探寻最原汁原味的宁波民俗。

居家博物园、耕泽石刻博物馆图片
由高桥镇宣传科提供

更多推荐
宁波还有许多民俗博物馆，有讲述婚礼习

俗的十里红妆博物馆，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骨木镶嵌”；有紫林坊艺术
馆、宁波人餐盘必备的雪菜博物馆，以及知青
博物馆、江南民间艺术馆等等，众多特色不一、
展品丰富的博物馆等待游客的到来。

记者 朱立奇

古时姑娘出嫁时的嫁妆
打卡地：朱金漆木雕艺术馆

2018年1月，央视推出的文博探索
类节目《国家宝藏》轰动全国，节目第八
期，在国宝守护人任重、舞剧《十里红妆
女儿梦》的主演殷硕的讲述演绎下，宁波

“万工轿”前世今生的神秘故事揭开了面
纱。

随着节目的推出，万工轿，这一“宁
波式”花轿，因制造时耗费了一万多个工
时，迅速成为微博热搜，数不清多少姑娘
在朋友圈和微博“呐喊”：出嫁时，要乘坐
这样的万工轿。在央视亮相的万工轿，
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波朱金漆
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盖洪打造，除此
之外，他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
鄞州区横溪镇建起了宁波市鄞州朱金漆
木雕艺术馆。令无数待嫁女子向往的万
工轿正是其镇馆之宝。

朱金漆木雕艺术馆位于鄞州区横溪
镇水库，到了水库再向东北方走上100多
米就可以看到馆址。如果是开车前往，
直接通过导航APP就可以到达。馆藏分
为上下两层，一楼又分为工艺流程厅、造
像厅、综艺厅。游客在这里可以详细了
解朱金漆木雕的一整套工艺制作流程。

至于令人期待的万工轿则在艺术馆
的二楼，当记者第一次看到位于大厅中
的万工轿时，着实有被震撼到的感觉。
花轿以金黄和红色为主色调，近看雕有
无数的人物、花鸟虫兽；远远望去金碧辉
煌，宛如一座微型的宫殿，令观者无不叹
为观止。

据陈盖洪介绍，眼前的万工轿，由十
几位技术人员经过三年精心制作完成。
之所以看上去金碧辉煌，其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采用了“朱金木雕”这种传统工
艺。陈盖洪表示：“‘三分雕刻，七分漆
工’，主要在于漆而不在于雕，正是这种
工艺使朱金木雕产生了富丽堂皇、金光
灿烂的效果，其他花轿无可比拟。”

艺术馆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展
出朱金漆木雕收藏品及各类木雕艺术精
品1500余件，凝聚了陈盖洪大半生的心
血，更是中华艺术传承的集中展示，值得
细细观赏。

博物园中藏着江南园林
打卡地：宁波居家博物园

位于海曙区高桥镇明乐村马车桥的宁
波居家博物园，是另一处展示宁波民俗的
好去处。

一走入占地25亩的博物园内，映入眼
帘的有白墙黑瓦的老宅、恬静淡雅的小湖、
姿态旖旎的亭台楼阁，似乎浓缩了整个江
南园林。

园子的最中心是一座大宅院，上面写
着“大同堂”三个大字。据博物园的创始人
翁林芳介绍，“大同堂”建造于清朝乾隆年
间，当时是金华一个大户人家的三开间大
厅堂。这个厅有一百多平方米，距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因为主人家是个大户人家，
所以建得非常气派，以前旧主人就在这个
厅中会客人、开家宴、祭拜先祖。整间厅房
全部是木质结构，没有一根钉子，我当时一
眼看中，花了一百多万元把它全部买下
来。之后，我自己爬上屋顶，带着工人将这
个大厅一点点拆下来，然后一一标上记号，
最后动用50多辆大卡车将‘零件’全部运
回宁故。你都不知道，当时车队的气势有
多壮观，真正是浩浩荡荡。”说起“大同堂”
的搬迁始末，翁林芳非常自豪。

宁波作为书香之城，民俗方面也少不
了书香之气。在居家博物园，有一间名为

“真隐堂”的老屋子。翁林芳说，建起这间
屋子，是为了纪念宋代学者、教育家、庆历
五先生之一杨适（余姚大隐人）而特意建造
的。在翁林芳精心安排下，“真隐堂”布置
成旧时的私塾和书房。

如此风景如画的园子，还曾吸引了大导
演谢晋的注意。在谢晋看来，居家博物园具
有江南特殊的古代老式建筑园林风采，是电
影拍摄取景地的良好选择。令人惋惜的是，
2008年谢导过世，来宁波居家博物园拍摄
电影的愿景最终没能实现。

据统计，整个园里共收藏着16座从宁
波、金华、安徽等地迁移过来的老房子，里
面的三万多件展品都是以前宁波人居家过
日子时离不开的物件：各式家具、农具、红
妆等等。

居家博物园耕泽石刻博物馆

万工轿 记者 周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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