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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原汁原味的《快乐
抲鱼人》，一下子让大家感
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咸祥海
洋文化。16位老人手操二
胡、三弦、月琴等乐器，边高
歌边赤足跳。该节目取材
于咸祥本地特色的民间渔
腔，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当地
渔民出海的生活场景和丰
收后的喜悦情景。

现场，率先举行了十大
非遗能人颁奖暨非遗导师
聘任仪式，这10位非遗导
师都是各项非遗技艺的传
承人，大家都有自己的拿手
绝活。

农（渔）船制作技艺传
承人朱志友生于船师世家，
从小他就跟随父亲造船，凡
是海里、河里用的各种船，
他都能造。如今朱志友从
事船模和工艺船的制作，他
制作的工艺龙船出口日本，
获得好评。史秀土是鄞州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技
艺传承人。从 1972 年开
始，他就在矿机开关厂拜师
学艺。从1982年至今，史

秀土经营着一家打铁店，如
今已是咸祥的老字号。门
面不大，但因为高超的锻造
工艺，名气很大。除此之外
还有弹棉花技艺传承人朱
国和、盘扣技艺传承人李玲
君、草药采制技艺传承人叶
贤龙等。10位非遗导师将
做好传帮带，坚持非遗传承
和保护，将璀璨的民族文化
不断延续发展下去。

活动现场，宁波走书传
承人王文爱带来表演《百善
孝为先》，大家一览国家级
非遗的风采。宁波走书是
一种流行于宁波、乡土气息
浓郁的地方曲艺，以四弦胡
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它用
方言演唱，内容贴近生活，
词句通俗易懂。走书艺人
用“有说有唱、说中夹唱、唱
中夹说、边走边演、边演边
唱”的方式来介绍时代背
景，描绘环境气势，表演各
种人物，叙述错综复杂的故
事情节。2008年，宁波走
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第 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6
月 9日，甬派非遗周暨咸祥镇非遗助力共富文化周启
动仪式在咸祥镇举行。该活动由甬派传媒和鄞州区咸
祥镇人民政府主办。当天仪式上，非遗传承人现场分
享传承故事、国家级非遗宁波走书传承人王文爱带来
精彩表演、宁波首个乡村非遗博物馆开馆、咸祥镇十大
非遗导师现场聘任……让非遗可看可听可感。

接下来，甬派非遗周将开启系列精彩活动。6月
12日起，甬派客户端将推出“我最喜欢的‘守艺人’短视
频征集大赛”，我们将在全市征集民间非遗守护人，届
时欢迎大家登录甬派客户端来秀一把。

全市首个
村级非遗馆开馆！
甬派直播“守艺人”的绝活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
姓家”，非遗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在
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许多非遗传统手
工技艺与民俗早已享誉海内外，非遗文化
历久弥新。

6月9日，宁波市首个村级非遗馆在咸
六村开馆，一个小小渔村竟然诞生了9个非
遗项目，其中不乏宁波走书这样的国家级
非遗项目。当天，甬派主播带大家沉浸式

“云逛馆”，近距离感受咸祥的非遗文化。
雕刻精细的彩船、精巧别致的盘扣、栩

栩如生的灰雕作品、妙趣横生的荡蟹技艺
……一场直播吸引了30余万网友“围观”，
非遗“守艺人”的绝活，把大家惊艳了。

一个渔村诞生了9个非遗项目

宁波市首个村级非遗馆位于咸六村，
这是一家集非遗陈列展示、非遗工艺展示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村级特色非遗馆，建设
总面积520平方米。

一个乡村，竟然走出了9个非遗项
目，这让很多网友惊叹。非遗馆内涵盖宁
波走书、彩船制作技艺、灰雕、农（渔）船制
作技艺、荡红钳蟹技艺、咸祥传统民间音
乐等16项非遗项目以及各种民俗文化内
容，其中宁波走书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
录，八月半渔棉会、彩船制作技艺、灰雕和
唱新闻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咸祥镇大
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代社会与
大众生活，持续完善非遗名录提升旅游文
化内涵，持续推进海洋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结合，为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振兴
注入内生动力。

让非遗文化可看可触可感

咸祥孕育出了独特的海洋文化，人们
世代以捕鱼为生，旧时的木质渔船基本以
纯手工打造。非遗馆内摆放着一艘艘小
型渔船摆件，都是非遗传承人的匠心之
作。船身不大，但“五脏俱全”。“别看船模
小，建造步骤不比真船少，比如最常见的

‘绿眉毛’，上百个零部件一个不缺。”咸祥
镇文化站站长吴霞透露，这些渔船摆件都
是等比例缩小制作而成，放大了直接能下
海。“做这样一艘渔船，需要画模型图纸，
经过选料、铺设龙筋、安装斗筋、梁头、骨
架等繁琐的工序，再修整、打磨、彩绘，往
往要耗时几个月之久。”

灰雕是浙东民间手工艺之一，有着悠
久历史。比如天童禅寺、阿育王寺、镇海
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等地，都有让人眼前一
亮的灰雕装饰。灰雕作品中用到的造型
大多寄托民俗寓意，比如花鸟象征吉祥，
松鹤象征长寿，龙虎狮、麒麟象征辟邪镇
宅等。

如何创新非遗文化传承？这些年，咸
祥做了很多创新。他们依托非遗项目基
地进行民俗展示，推动非遗活动进校园，
不断挖掘完善非遗项目，建立创新机制，
落实奖励补助政策。目前，咸六村彩船制
作技艺、农（渔）船制作技艺、灰雕、荡红钳
蟹技艺等多个领域都涌现了各类民间人
才，推动传统文化历久弥新。

记者 薛曹盛 王悦宁 通讯员 顾一伟

活动现场，琉璃灯制作技艺传
承人朱永红和荡红钳蟹技艺传承
人朱英健，分享了自己的非遗故
事。朱永红在读高中一年后，就拜
徐昌其为师。从2001年起，他开
始创业，经营起龙腾精雕工艺厂。
随着技艺不断提升，他承接了五台
山罗睺寺的工程，并在北京故宫修
复制作安装工程时，机缘巧合下，传
承了面临失传的琉璃灯制作技艺。
2013年他还承接了沈阳天后宫博
物馆修复和琉璃灯制作工程。“这项
技艺的传承，不仅使我的生活更加
充实，精神上也更富足了！”

在咸祥镇的滩涂上，有一种被
当地人叫做“红钳蟹”的小螃蟹，因
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抓它需要
一种特殊的技艺——“荡蟹”。用
特制的八爪蟹钩在空中荡出去，落
在三米外的红钳蟹前面，手腕一
抖，钩子收回的同时，就把红钳蟹
也钩了回来。朱英健作为荡红钳
蟹技艺传承人，荡蟹已有 50 多
年。“在我们咸六村，很多人都会这
个技艺。我从小就在滩涂边长大，
父亲每天带着我荡，慢慢就学会
了。现在村里的父老乡亲，都靠这
项技艺过上了好日子！”

在启动仪式上，鲜2°生活馆、
咸祥航空飞行营地被授牌为咸祥
镇非遗共富基地，龙腾精雕等三家
基地被授牌为咸祥镇非遗共富工
坊授牌仪式。今后它们将充分发
挥地理优势，小富带动大富，共同促
进乡村振兴。当天，还举办了宁波
首个乡村非遗博物馆——咸六村非
遗馆开馆揭幕仪式，发布了咸祥镇
非遗文化“九个一”共富文化圈。

非遗故事吸引眼球，非遗集市
同样热闹。在现场，鄞州区之江同
心石榴红共富基地负责人将自家
销售的农产品带到现场，让大家感
受当地海产品的美味。作为压轴
戏，甬派非遗周暨咸祥镇非遗助力
共富文化周正式启动，一大波精彩
活动即将开启。6月12日起，甬
派客户端将推出“我最喜欢的‘守
艺人’短视频征集大赛”，我们将在
全市征集民间非遗守护人。本月，
我们还将推出接地气的“非遗集
市”。 记者 薛曹盛 王悦宁

通讯员 顾一伟/文
记者 刘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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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走书传承人王文爱表演《百善孝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