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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古戏台建造风格

根据史料记载，魏氏宗祠古戏台，始建
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2006年被国务院核
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宗祠坐西朝东，
戏台阔4.8米，深4.7米，台面离地1.5米，与
勾连廊梁架交接，组合成一个整体。古戏台
木雕精美，石刻量多，是一座集宗法建筑与
多种艺术于一体的组合体，具有很高的历史
价值和文物保护价值。

戏台之上，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做工精
细。头顶的藻井兜兜转转、层层叠叠，简直
令人目眩。四周精雕彩画，绘的都是三国故
事，因时代久远，失去了原有的鲜亮。

站在戏台上看两侧厢房，可以看到两边
雕刻的花纹、工艺完全不同。询问之下，却
得知一个有趣的故事：魏氏宗祠古代曾为后
舟、下洋两村所有，所以在光绪十六年的一
次大修中，两村决定以“劈半做”的方式进
行，也就是两个村子的村民按宗祠中轴线劈
半而建。他们请来两班工匠，按照自己最擅
长的手艺各显神通。戏台建造，成了一场手
艺界的PK赛。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两
班工匠各自为战，展开竞赛。但整个工程完
工后，宗祠的建筑风格却呈现出了一种整体
的协调感。这样的“劈半做”，在古时宁海的
宗祠建造中并不少见。据说在宁海的10个

“国保”古戏台中，就有6个采用了这样的建
造方式。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
界，各做一半。现在看来，如今宁海的工匠
如此出名，肯定也与当年这种互相叫劲的手
艺比赛分不开。

繁盛时曾千人观看

戏台与后室之间以屏风间隔。前面是
舞台，后台则用来存放道具，及供演员休息、
化妆排练之用。有趣的是，在后台横梁之
上，还有些斑驳可见的墨迹。仔细辨识，竟
还能看到“回龙阁”“双登殿”“南北和”等
字样，皆是当年登场的剧目。

“当年登台的戏班子，都把自己要唱
的戏目写在这里，还会留下自家戏班的名
号。”抚摸着后台斑驳的横梁，魏文灶仿
佛又回到过去听戏的年少时光。

过去，每年的正月十六和六月，村
里都会“做大戏”，请来戏班子演戏。

热闹时连演十几夜，邻村的人也都来看戏，多时有几千
人，邻村上了年岁的老人干脆就住在他们村。演的剧
目都是传统戏，越剧、京剧都有，还有宁海本地的平
调。魏文灶自豪地给我们讲解戏台上的两连贯藻井。
戏台上的藻井，顶部的斗拱层层盘旋向上，中间还置有
一面大铜镜，当演员在台上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
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第二藻井下曾放
置多排木凳，魏文灶说：“这是专为客人准备的，本村人
不能坐。厢房楼下为女人专座，楼上为孩童区域，本村
男人要自带凳子坐在大殿里观看。”

如今85岁的他，附近的村民都会尊称他一声“文
灶公”。自1996年伊始，他先后筹集50万元分两次对
古戏台进行大修，“1996年开始的那次，修了整整两
年。族人每户出二三十元钱，多的上万元，共募集到几
十万元。”两年间，魏文灶没拿一分工钱。至今他还保
持着习惯，每隔四五天便打开紧锁的祠堂门，到里面转
转。隔一两月，雇人进行清扫。每年还自掏腰包检查
戏台屋面，避免因渗漏导致损坏。

少年的记忆和乡愁

对魏文灶来说，这个宗祠古戏台承载着他年少的
记忆，也有对文化的尊重。“小时候，除了一年两次‘大
戏’，其他时候，村里的孩子都在宗祠里读书。不管有
钱没钱，校长都收，说至少能让孩子识个字。我那时候
家穷，父亲有残疾，9岁才进宗祠读书，读了三年，学了
六册书，实在是穷得读不下去了。校长也是本村人，知
道我家情况。他在我走的时候又塞给我一册书，让我
回家看。可以说，因为魏氏宗祠的存在，让村里的孩子
不至于成为文盲，就凭这一点，我感恩它的存在。”

在魏文灶的心里，宗祠就是“文化”的代表。宗祠
里的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包括他的儿子。他的
儿子曾在这里读过书，之后出去继续求学，目前已是浙
江大学的博导。

如今，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戏台，已出现檐枋、梁
柱、藻井等构件霉烂、脱落等损坏现象，仅是靠当地村
民力所能及做一些简易的保护工作，远远不足以保护

“国宝”。“特别是古戏台藻井‘百鸟朝凤’建筑工艺堪
称绝笔，集上乘的美学构思、雕刻、彩绘于一体，留存
着无尽的艺术神韵。”宁海县文物办相关负责人说，此
次国家下拨专项资金，对古戏台进行抢救性修缮保
护具有重大意义，可确保“国宝”得以“延年益寿”，
重焕生机。

“宗祠古戏台是祖辈留下来的，我希望它能好
好地保留下去。”魏文灶最近收了个徒弟，也是本
村人，他时常带着徒弟在古戏台转悠，告诉他每一
处木塑雕花的故事，目的是未来他能接替自己
把宗祠古戏台的保护工作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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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扬扬的丝竹
声响起，一对才子佳
人挑帘而出。

烟雨朦胧的江南
岸，戏台上水袖翻转，
唱腔袅袅。波澜壮
阔、哀婉缠绵、忠孝节
义的故事在这里粉墨
登场。那声音绕梁而
上，透过天井，越过飞
檐。

即使是大半个世
纪过去，站在祠堂的
戏台之下，宁海县强
蛟镇下蒲村的村民魏
文灶，仍清楚地记得
当年某位旦角举手投
足的绰约风姿，也仿
佛能看到年少时搬着
板凳坐在台下看戏的
自己。

今年4月 1日，下
蒲村魏氏宗祠古戏台
修缮工程正式动工，
该工程获得了国家文
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135 万元，用于古戏
台主体及屋面、斗拱、
大殿、厢房等的修缮
和保护。“这是迄今为
止修缮下蒲古戏台的
最大手笔，终于盼到
这一天了。”如今已是
85 岁高龄的魏文灶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
悦，守好村里的宗祠
古戏台，是他半辈子
以来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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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灶老人讲述古戏台曾有的风貌目前正在进行维修的宗祠古戏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