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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宁波 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 广告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10月26日 星期一
江北区 庄桥街道庄桥大街河东路

部分用户（8:00-12:00）
杭州湾新区 华兴村部分地区（8:15-

12:15）
10月27日 星期二
海曙区 宁波市鄞州咸祥 (8:30-

15:30)
江北区 洪 塘 街 道 盛 瀚 房 地 产

5005245293、丁香路路灯、江河水利
5005144223（8:30-11:00）;

慈城镇制冷元件厂（5001791441）、
人民政府充电桩（5005189782）（8:00-
16:00）

10月28日 星期三

海曙区 三星村湖汇山6号公变、三
星 村 湖 汇 山 3 号 公 变 、丰 丰 机 械
5320184074(8:15-16:30)

杭州湾新区 马 中 村 部 分 地 区
（8:15-12:15）

10月29日 星期四
海曙区 宏 泰 5310602499，力 和

电 子 5320425147，俞 家 村 13 号 公
变，俞家村 3 号公变，俞家村 16 号公
变，俞家村 8 号公变（8:30-16:30)；
海达精铸厂、后隆 12 号箱变（8:00-
11:00)

宣裴墙角头3号公变（8:00-15:00)；
下吕家 3 号公变、下吕家1号公变、下
吕家 5号公变、下吕家 4号公变、东兴
新村 1 号配电室 1、2 号公变 (8:30-

15:30)
江北区 庄桥街道费市村部分用户

（8:30--12:30）
10月30日 星期五
海曙区 梅 园 华 兴 唐 1 号 公 变

（8:00-15:00)；昂 云五金厂、惠江 2
号公变、惠江6号公变、惠江7号公变、
晖禾塑胶厂、惠江 8 号公变盛尔捷脚
手架（8:00-14:30)

10月31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 下一灶村部分地区

（7:30-15:00）

停电预告补充:
增加：
10月21日 星期三

江北区 洪塘街道荪湖村（8:30-
12:30）

10月22日 星期四
江北区 慈城镇依维爱橡塑科技有

限公司（8:00-16:00）

取消：
10月20日 星期二
江北区 洪塘街道荪湖村（8:30-

12:30）
10月21日 星期三
海曙区 五龙潭矿泉水、天井岙1号

公变、天井寺、龙观乡人民政府(8:30-
15:30)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公益信息

古法砖窑
“燃”起新活力

10月 16日，冷空气渗透南下，大白天
却阴沉得如同傍晚，时不时洒下的雨水，
将砖瓦窑里熊熊燃烧的窑火衬托得越发
热烈。

砖瓦窑位于奉化西坞街道庙后周村
的一处山脚下，是宁波范围内屈指可数的
用古法烧制仿古砖瓦的窑，产品多用于古
建筑的修缮。

在这一行摸爬滚打近 40年，砖瓦窑
的主人周利光不甘心这门传统技艺日渐
式微，便打起了时髦的“工业极简风”的
主意，希望通过一些案头小物，吸引年轻
人的目光。

绕过烧得噼啪作响的砖瓦窑，记者
走进一间几乎没有装饰的屋子。靠墙的
架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用黏土烧制而成、
充满历史感的砖瓦，有些表面上已长出
薄薄的青苔。

若不是周利光介绍，很难把这些看
似平淡无奇的砖瓦和天封塔、天一阁、城
隍庙、月湖景区等甬城“地标”联系起来。

“这块砖是当初为天封塔修缮时留
下的，这块是范宅翻修时烧的……”周利
光如数家珍。古建筑修缮所需，也是这
家用古法烧制仿古砖瓦的砖瓦窑生存至
今的重要原因。

和仿古砖瓦相映成趣的，是一排用

水泥制成的小物件。它们多数巴掌大
小，有笔架、烟灰缸、花盆、镇纸、手机架
等，质地、色彩接近仿古砖瓦，设计款式
正是“工业极简风”。

这些小物件是周利光从今年开始，
利用空余时间琢磨出来的。最初他从网
上看到，这种风格的小物件在台湾地区
的年轻人中十分流行，“就想着自己是不
是也能做一些类似的作品出来。”

烧制仿古砖瓦和打造水泥小物件，
看起来都是手艺活，但还是有明显区别，
尤其是色浆的调制，“试了十几次，才找
到想要的效果，既要有水泥的现代感，又
要有古砖瓦的历史感。”

“工业极简风”设计小物件

用古法烧了近40年仿古砖瓦，转身去
做水泥小物件，是传统技艺“不香”了吗？

周利光说，家里从祖辈就开始烧制
仿古砖瓦，他从小跟着父母在砖瓦窑长
大，顺其自然继承家业。

现代化设备的出现给传统的仿古砖
瓦烧制工艺带来了颠覆性改变，尤其在
生产效率上。“我们从黏土开始烧制一窑
青砖的周期是30天，通常一窑能产出7
万片青砖；而现代化的砖瓦厂，24小时就
能烧出5万片砖。”

市场并未完全被掠夺。古建筑的修
缮、古村落的开发，都需要用到大量仿古
砖瓦，而古法烧制的仿古砖瓦在质感上
的表现不可替代。

不同于现代化砖瓦厂的薄利多销，周
利光说，古法烧制仿古砖瓦只需要有那么
一批稳定的客源，一般就能维持生计。

只是，在行业内浸淫那么多年，周利
光还是能明显感受到潜在的危机——

“生产周期无法缩短，但眼下的人工

成本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生产经营所
面临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会古法烧制仿古砖瓦的老师
傅越来越少，市面上的窑也越来越少，整
个行业处于‘日暮西山’的状态。”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了解古法烧制仿
古砖瓦这门技艺。”虽然，周利光的砖窑是
奉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但硬
把年轻人拖来，显然也不是长久之计。”

“工业极简风”水泥小物件的设计算
是周利光向年轻人抛出的橄榄枝，“这些
东西在年轻人中还是蛮流行的，在家里
摆一些，不仅好看，说不定还会引起他们
对这个行当的兴趣。”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念念不忘，必有
回响”。

对于传到自己手上的这份家业，周
利光表现得很“佛系”，“不要求我的孩子
回来干这行，让他们去外面走走看看，说
不定等他们年纪再大一点，想法变了，自
己就乐意回来跟着我干。”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努力想让年轻人“看过来”，是因为
从业近40年，周利光对古法烧制技艺有
着深厚的感情，对古法背后静下心来慢
慢修炼的“匠心”有着一种本能的崇敬。

屋外，尽管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窑工
们对手上的活不敢有丝毫耽误，不时往
窑里添柴。周利光说，窑的温度从常温
烧到1200℃，需要花七八天，这段时间
里，窑工24小时守在窑旁，通过观察烟
囱出烟，来确保窑内所需的温度。

“烧完之后还要封窑。”周利光说，在
窑顶糊上黄泥并泼水冷却（行内叫“发
青”），是决定古砖瓦能否烧制出青灰色
的关键步骤，“需要有一二十年的经验积
累，才能掌握好分寸。”

开窑后，窑内温度很高，一般要晾上
三四天，窑工才能进去搬运砖瓦。尽管
如此，窑里的温度一般也有40℃左右，人
站在里面不动，汗水都会往外冒。比汗

水更令人难以承受的，是人在里面呼吸，
粉尘就像浪潮一样袭来。

这些还都是现在能被大伙儿看到
的。在周利光的记忆中，更早年间，烧制
砖瓦的泥都来自河道的淤泥，窑工们要根
据江水的涨落去取泥，两人一组划船出
行，一个取泥，一个把泥脱水后搬到船上。

取来的泥并不能直接用，在沥干水分
后还要练泥、醒泥。过去练泥，要么用“牛
踏”，要么用“脚踏”。传说中，检验泥是否
练到位，有一个苛刻的标准，就是在练泥前
将一把玉米混到途中，经过不断踩踏，混进
泥土的玉米粒被捡出来，泥就算练好了。

“这份辛苦，现在的年轻人是体会不
到的，但老师傅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的精神，不应该随着技艺的流
失而流失。”周利光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薛丛川/文
记者 崔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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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光在展示自己的作品。

天封塔造型的“顶帽”和仿古的檐口瓦片相映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