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天一阁做古籍修复工作的
谢龙龙，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但动
手能力极强，善于“精雕细刻”，圈
里圈外颇有些小名气。

“我是1988年的，出生的那年
正好是龙年。当时妈妈说叫‘小
龙’，登记的时候大家说长大了还
这么叫可能不合适，所以就叫‘龙
龙’。”

小时候，他会试着在纸上画
龙。大约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美术老师教的。他笔下的龙长得
有点胖，看起来有点呆萌。

2011年从南京金陵科技学院
古籍修复专业毕业的他，到天一阁
做古籍修复工作已经13年了。

在天一阁古籍修复师里，他是
为数不多的男性成员，每天伏在两
米多长的案子上，拿着工具小心翼
翼地填补古籍书页的孔洞，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

“去年一共修复了8部15册
1600多页的书，主要是天一阁藏
的明清善本，比如《新刊精选阳明
先生文萃》《白石野稿》《括庵先生
诗集》等等；也有元代的善本，比如
《刘向说苑》；明代的《韩诗外传》是
铜活字的，张岱的《石匮书》是部稿
本，也比较珍贵。”谢龙龙说着打开
了他的“年度藏品修复清单”。

“最近在修的是《明文海》，是
清代黄宗羲编的一部明代各家文
章总集，一共6册500页左右。这
本书比较像是一本合订本，里边有
不同的字体，也有不同的纸张。全
书纸张主要是竹纸，有不同的颜色
和厚度，也掺杂着少量的皮纸。已
经做了一个月，现在修复进度有
2/3了。”

谢龙龙是江苏南通海门人，他
准备大年初一坐四五个小时的大
巴车回家，初四再回来。“春节过
后，再过一个星期差不多就可以修
完整套书。”

谢龙龙现已是天一阁古籍修
复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本命
年的愿望就是继续修古籍，有时间
的话想把业余爱好、一套做了很久
的模型做完。还希望有一个假期，
可以去看自己喜欢的风景。”

记者 顾嘉懿/文 张培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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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文化工作者中，我们

也找到了几位恰逢本命年的龙

年生人。他们中有天一阁的古籍

修复师，有宁波交响乐团的首席

演奏员，也有本土非遗传承人。

在不同岗位上，他们各自实

现着自我价值，迎来“一年更比

一年好”的自己。其中几位是“新

宁波人”，也正越来越深入地融

入城市的血脉，衍生出新的幸福

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

应培明是宁波市级非遗钉碗技
艺的代表性传承人，1964年7月出
生，今年60岁。

他从 1997 年开始专业收藏瓷
器、研究瓷器、修补瓷器。2010年3
月赴景德镇学习进修钉碗技艺，拜
景德镇古陶瓷修复大师曹开银为
师，学成后为众多古瓷器收藏爱好
者修复瓷器，得到了广大藏友的一
致好评。

应培明现在主要在位于下应街
道的鄞州非遗馆上班。这处“大隐隐
于市”的所在，从2022年夏天开始，
因为在小红书上的走红迎来人流量
的“井喷”。根据入口登记上的数据，
2023年一整年，鄞州非遗馆入馆人
数达到9万人，“还不包括很多没有
登记的小朋友。”应培明语气听上去
颇有点兴奋。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周六周日
人多，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
各种非遗，做竹编、香包、面塑等等。”

为迎接龙年，应培明特制了钉碗
上的“龙”图案，“是我从北宋的越窑
青瓷上‘复刻’下来的。”瓷器“不分
家”，为了巩固这门爱好，应培明多次
去过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也去过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仓库学
习观摩。“这条来自北宋的‘龙’，今天
看来依然审美在线。”

“新年愿望的话，我希望明年鄞
州非遗馆可以更好，有更多人来体验
非遗、感受非遗、喜欢上非遗。现在
也有一些学生在跟我学习钉碗，一般
一两年为期，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希
望能有更多的学生吧！”应培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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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晨令是宁波交响乐团的中提
琴首席。作为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高
等音乐学院的上海人，2016年，黄晨
令从里昂歌剧院离职加盟宁波交响
乐团，短短两年时间，便在宁波安了
家，和他的高中同学、同为上海人的
妻子一起来到宁波生活。

接受采访时，电话那头传出叮叮
咚咚的钢琴声，是他6岁的女儿正在
家里练琴。

跨年，是交响乐团最忙的时候。
整个1月到2月初，“平均每两三天
就有一场演出”。从宁波市的新年音
乐会，到鄞州、海曙、镇海等各区（县、
市）的春晚“连轴转”。最夸张的几天，
头一天先是在杭州湾演出，次日晚上
在上海奏响“繁花似锦·乡韵乡味”音
乐会，连夜回宁波后，第三天中午抵
达宁波春晚现场合成彩排，直到两天
后完成演出。

“不过新春演出的压力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大，曲子都是熟悉的，以热
闹欢乐的、营造氛围感为主，比如说
《春节序曲》，各种‘波尔卡’，《胡桃夹
子》的选段等，排练时间少一些。”

作为因为交响乐团而安家落户
在宁波的“新宁波人”，黄晨令对宁波
的印象至今都很不错。

“在我们乐团里，绝大多数的团
员都不是宁波本地人，我们都被这支
乐团、这座城市所吸引，决定在宁波
落地生根。”在他眼中，宁波是一座非
常有魅力的城市，有很好的音乐氛
围。“我们知道，一支优秀的交响乐
团，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更能推
动古典音乐的普及，提高市民尤其是
孩子的音乐欣赏水平。”

目前，黄晨令有两个孩子，姐姐
6岁、弟弟2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感
觉很满足，日子一天天过，有点累，但
又很充实。希望新的一年能多点时间
陪孩子。”黄晨令妥妥的“奶爸”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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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一早，天空下着不小的雨，气
温也比前两天要低很多，宁波报达物流配
送有限公司的送报员金根良仍然和往常
一样，清晨4点半出现在宁波报达物流配
送有限公司洪塘发行站，9点之前，他就
把700多份《宁波日报》和《宁波晚报》投
进了居民的信报箱里。

2024年龙年是金根良的本命年，这
也意味着再有几个月，他就要满60周岁退
休了。从1988年开始进入宁波日报社成
为一名送报员，除了其间有5年时间“下
海”开过一家小厂，到现在，金根良已经送
了31年报纸。

1988年，宁波日报社开始自办发行，
组建了自己的送报员队伍。一开始，金根
良就是一个5人小组的组长。

“多的区域要送1000多份报纸，少的
区域也有三五百份。”那时候，金根良骑着
一辆28寸的自行车送报纸。每天凌晨3点
多，他就用闹钟叫醒自己，洗漱后还要骑
40分钟才能到发行站。刚开始的时候，信
报箱还不是很普遍，报纸就需要送到每名
订户的家里。如果是农村地区，订户住得
很分散，为了送一份报纸，金根良往往就
要骑十多分钟。那时候，金根良几乎每两年
就要骑坏一辆自行车。

从2001年开始，金根良的送报业务
增加了《东南商报》，2003年又增加了《宁
波晚报》。当时，《宁波晚报》是下午出版
的，因此金根良和同事们每天就需要送两
次报纸。“《宁波晚报》的版面很多，订户也
多，所以下午我们要跑两趟拿报纸，才能
及时送完。”

当记者问及退休后的安排时，金根良
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如果公司需要，我愿
意继续送报。”毕竟，送了30多年报纸，如
果一下子不送了，这会让他很不习惯。“不
过，如果不能送报了，我就回家里帮老婆
带孙子。”

记者 林伟 张晓曦 陈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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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最有意义的就是参与了三四
十次救援，其中有6次，是我第一个发现失
踪者！”说起过去一年，36岁、属龙的徐炯自
豪满满。

徐炯是余姚一家照明有限公司的品质
经理，同时也是余姚姚城应急救援队、余姚
臻爱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他曾随队友参
加了防台抗洪的救援、对走失人群的寻找，
还曾奔赴江西鄱阳湖、台州温岭等地进行救
援，在这一次次公益活动中，他对公益、对爱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助人者自助，乐己者
乐人”已经成了他的人生信条。

细数7年的公益救援生涯，让徐炯难忘
的有无数个瞬间。

2023年，一位老家在江苏，在余姚打工
的孩子家住了没多久的老人，因为患有老年
痴呆，出门之后人生地不熟，走丢了，救援队
搜寻了10个小时后毫无结果。就在亲属觉
得希望渺茫时，正是包括徐炯在内的救援队
员最后的坚持，到了凌晨两三点才终于在另
外一个镇里找到。而另外一对有精神疾病的
父女，从老家绍兴新昌走失两三天后，来到
余姚，徐炯参与搜寻救援后，在一处工地上
的钢筋圈里发现了他们。如果没有及时找
到，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徐炯
和伙伴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两年，余姚
的几个应急救援队联合开发了智能“黄手
环”，专门针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群，
把他们个人和家属的联系方式以及定位功
能设置在手环里，老人一旦走失，都能迅速
找到，可以让老人免受更多伤害。徐炯曾参
与过这些应急救援队的联合搜救，这个手环
确实好用。

“希望2024年这样的‘黄手环’能在老
年人中推广，一是可以防备万一，二是希望
大家在路上看到佩戴黄手环的老人，多一点
关注，多一句问候，这也许就是对老人和他
们一家人最大的帮助。龙年希望每一个老人
都平平安安！”徐炯说起自己本命年的憧憬
时，满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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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命年自己再老练一些，处理案
件可以更加游刃有余。”2000年出生的周泽
城是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新碶派出所的
一名新警。采访中，他三句不离本行，对本命
年的憧憬，同样与工作相关。

毕业后驻点杭州4个月，投入亚运会安
保工作；入所后第一个月处理矛盾纠纷，便
收到了感谢锦旗……警校毕业至今，还不到
8个月，但周泽城已经收获了在他看来极为
可贵的经历和认可。

去年7月-11月，他和警校同学一起被
抽调到杭州。彼时，杭州第19届亚运会需要
大量警力。从场所排查到滨江商业圈夜巡，
从外宾驻地到滨江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虽说
每天忙得团团转，但有机会投入如此重要的
国际性综合体育盛事，周泽城觉得“再累都
值！”

在宁波警校培训一个月后，同年12月
4日他到新碶派出所正式报道，成为打处中
队侦查组的一员。“我主要办理的是治安案
件，比如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盗窃等。”采访
当天，周泽城刚好轮到24小时值班，从当日
早上8点半到次日早上8点半，他要在所里
接待群众报警、处理矛盾纠纷。作为一名新
警，周泽城跟着师父潜心求学，汲取新知识，
不断提升基本素质与专业技能。也因此，入
所后第一个月他就收到了一面锦旗。

当时，周泽城受理了一起矛盾纠纷。由
于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他多方取证，从一份
份笔录中还原事情真相。那起案件，他和调
解员整整调解了一天，最终协商出了一个双
方都欣然接受的赔偿金额。当事人从愤懑不
平到握手言和，周泽城的努力也获得回馈，
事后，当事人特地送来了一面写有“为公尽
职尽责，感谢人民好警察”的锦旗。

龙年将至，周泽城将迎来自己的24岁。
“本命年里，希望自己工作顺利，在实践中感

悟，在磨练中成长，更快更好地
独当一面！”周泽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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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濒临东海，是中华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龙年春节即将到来，让

我们聚焦身边的“本命龙”人，沾沾他们的喜气，听听他们的故事，聊聊

他们对本命年的憧憬。

希望实现自我价值
祝愿人人幸福平安

徐炯找到走失老人。

周泽城处理矛盾纠纷。

金根良（左）上门为老人送报纸。

春节前夕，谢龙龙在天一阁修古籍。

黄晨令和女儿。

应培明在钉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