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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冯香云出生在宁波一
个农村家庭，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
她排行老二。

11岁那年，冯香云终于有机会
走进学堂，此时那稚嫩的肩膀已经
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上午上完两节
课，她就匆匆赶回家做饭；下午两节
课后，她又要帮家里干农活。

尽管如此，冯香云仍格外珍惜
上学的机会，连学费都是自己赚出
来的。“记得很清楚，当年的学费是
1.2元，都是我抓泥鳅赚来的。”她笑
着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那时候，
她经常和班里的男同学一起抓泥
鳅，再拿到市场上卖。“每次卖泥鳅
赚来的钱就存在老师那里，存几次
就把学费凑齐了。”

那时候物资匮乏，兄弟姐妹的
鞋子都是母亲做的。临近春节，母
亲就会把孩子们的新鞋藏起来，等
过年时再拿出来。

“最开心的就是除夕晚上，母亲
给我们穿上新鞋子。”有一次，冯香
云和同学一起踢毽子，不料把鞋子
踢破了。她偷偷把母亲藏在柜子里
的新鞋找出来穿上，母亲回来勃然
大怒：“你现在就穿新鞋，等过年时
别人有新鞋穿，你就没得穿了。想
穿新鞋，就自己去做！”

这句话倒是一下子点醒了冯香
云，12岁的她学着母亲的样子“小试
牛刀”。一双解放鞋，她做了整整半
个月。那年春节，她如愿以偿穿上了
自己做的新鞋。

6日下午2点半，和往常一样，
海曙区石碶街道网格员虞腾峰巡
查到石碶南路的时候，突然听到路
边一家手机卖场有人大喊：“抢劫
了，快来人呀，救命呐！”他立即闻
声赶去，勇敢地控制住了涉嫌抢劫
的一名流浪汉。

原来，当时手机卖场里只有老
板娘一人守店。这名流浪汉光着膀
子，背着一个黑色的包突然走了进
来。见店里并无他人，他就上前从
收银台里拿了一把现金。老板娘一
把夺下现金，还拿起扫帚想要反抗，
反被流浪汉夺下。经过一番扭打，
流浪汉跑出了卖场，老板娘在后面
边追边大喊：“抢劫了！”

正好巡查经过的虞腾峰听到
喊声，赶紧上前询问。老板娘指着
前方说：“快！快！抓住那个‘抢劫
犯’!”但此刻马路上除了几辆穿梭
而过的电瓶车外，并没发现可疑人
员。

“这么短时间不可能跑太远，
人肯定还在周边。”在问清流浪汉
外貌特征、衣着打扮及逃跑方向
后，虞腾峰和周围群众迅速展开排
查。“就是他，就是他，那个光着身
子的中年男子。”老板娘再次大喊。

在离事发地100米左右的地
方，只见流浪汉正从一家烧烤店出
来。虞腾峰一个箭步冲上去，大喝
一声：“站住！”随即使出擒拿手将
流浪汉牢牢控制住，并在群众的协
助下报警。事后众人得知，虞腾峰
是一名退役军人，擒拿手正是他在
部队里学的。

经警方核查，这名无业流浪人
员平时靠小偷小摸度日，此次流浪
到石碶，因饥饿又身无分文，恰巧
见手机店只有一女子，突心生邪念
打算“捞一笔”。谁曾想收银柜里
现金不多，只有区区几十元零钱，
又被老板娘一吓，钱没抢到，还栽
在了虞腾峰手中。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夏晶

做热爱的事
永远都不算晚
这位非遗传承人60岁拜师学艺

坚持做虎头鞋十余年

“这个是方口鞋，是给会走路的孩子穿的；这个是掌上鞋，
给新人辟邪的；这个是单鞋，给满月的小孩穿的……”6月6日，
记者在鄞州区潘火街道香园社区见到了75岁的冯香云，她是
鄞州区虎头鞋项目非遗传承人。一双双色彩艳丽的虎头鞋，每
一双都很有讲究。

这位老人的故事很励志，12岁做了人生中第一双解放鞋，
60岁拜师学艺，如今她活跃在社区和学校，教孩子们缝制虎头
鞋。做热爱的事，永远都不算晚！

2014 年，鄞州区非遗馆开
馆，冯香云成了那里的常客。现
在，每周二到周日，她都会去非
遗馆，一坐就是一整天，不是做
虎头鞋，就是制作“布老虎”。

“做一双虎头鞋要两三天时
间，如果是棉质的就要更久了。”
冯香云说，虎头鞋做工复杂，全
部由手工缝制而成，从打袼褙、
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到缝合
鞋帮和鞋底，再加上鞋面的绣
工，足足有13道工序。

冯香云老人一边做虎头鞋，
一边向记者讲解步骤。“打袼褙
就是将碎布用面粉做的浆糊黏
在一起，做好的袼褙夹层绒布相
叠缝在一起，就形成了鞋底的雏
形。看似简单的纳鞋底，其实很
费功夫，针码要均匀分布。”

冯香云的虎头鞋做得十分
细致。在鞋底上，有一大一小两
个菱形图案，其中大的图案每条
边有九个孔，小的图案总共有九
个孔，这些图案被称为“九孔”，
也叫“聪明孔”，寓意孩子将来聪
明伶俐。鞋面以红、黄两色为
主，虎的眉毛、眼睛一般用丝线
绣，嘴巴用粗线条勾勒，表现其
威猛，最复杂的虎头制作则要刺
绣。

十余年来，冯香云一直坚持
做虎头鞋。碰到邻居有孩子出
生，她都会送上一双。在鄞州
区非遗馆，经常有人围观，她会
耐心地传授技艺。2018 年开
始，冯香云经常去社区和学校
上公益课，要把这项传统技艺
传承下去。前段时间，她所在
的香园社区还专门为她办了一
场“个展”，一双双精巧的虎头
鞋惊艳了众人。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华吉吉 章媛

冯香云和虎头鞋的缘分，始于
1970年。那年，她刚生下小儿子，
邻居送来一双红色的老式虎头鞋，
憨态可掬的样子让她爱不释手。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
传统民间手工技艺被搬上大舞台。
鄞州区的民间手艺传人顾昊华带着
传统虎头鞋和制作手艺进驻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参加由北京奥组委和
文化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故事”文化
展示活动。

看到新闻，冯香云学做虎头鞋
的兴致更高了。她辗转找到了顾昊
华的师傅应梅娟老人，得知老人住

在下应的河东村，她提着一盒月饼，
上门拜师学艺。

见冯香云来学手艺，起初应梅
娟并不看好。“村里来学的人很多，
一会儿去打麻将了，一会儿去跳舞，
你坚持不下去的！”

但冯香云并没有离开，还主动帮
忙打下手。应梅娟见她一脸认真，就
拿了样板给她模仿，没想到她做得有
模有样。冯香云很勤快，见应梅娟年
纪大了，就经常帮忙买东西。一来二
往，师徒俩感情深了。凭着一股子韧
劲，短短一个月时间，冯香云就上手
了，虎头鞋做得栩栩如生。

流浪汉进店抢劫
网格员挺身而出
将其擒拿一双虎头鞋13道工序

她做了十几年

12岁做了人生中第一双解放鞋

60岁上门拜师学艺，一个月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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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香云拿着她做的虎头鞋。记者 刘波 摄

距宁波4个多小时的车程，在美丽的
千岛湖畔，又新增了一个生态康养的休闲
好去处！

近日，宁波市旅行社协会组织了三十
余名协会会员前往杭州淳安县红山谷景
区踩线考察，这里也是千岛湖生态康养旅
游的新晋打卡点。

红山谷景区位于淳安县安阳乡境内，
距千岛湖城区39公里。境内生态沟全长
5680米，常年流水不断，错落分布大小瀑
布上百余个，各具风韵，景点也皆沿瀑布
铺展，使瀑布群更添几分原始与野性，是
浙西罕见的原始森林。景区4月26日开
业以来，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寻瀑、吸
氧、洗肺。

据悉，红山谷景区是宁波华东城集团

继桃花岛射雕城、舟山蚂蚁岛、浙东小九寨
之后开发的第四个景区。景区充分挖掘红
山岙村的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以生态保
护和发掘历史文化内涵为重点，将景区建
成集生态观光、自然探索、生态研学于一体
的原生态森林休闲氧吧。 许 昕文

幽谷寻瀑好去处
千岛湖畔新增一处原生态森林休闲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