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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簧竹雕是黄岩的传统工艺，创始于清朝同治年间，与青田石雕、东阳黄杨木
雕并称“浙江三大雕”。随着时代的变迁，黄岩会做翻簧竹雕的手艺人寥寥无几。

今年 84 岁的市民金声闻家中就收藏了一把用翻簧竹雕工艺制作的竹簧扇。
据他说，这把扇子是清朝时期一名黄岩人送给他祖父的，已有百年历史。

□记者 高婷婷

永康鼓词
走入大园童村
□记者 高婷婷

前几日，“文明城市·温暖永康”党员志

愿者送温暖下乡活动走入东城街道大园童

村。大园童村文化礼里座无虚席，清脆的

鼓板声响起，来自市非遗中心鼓词宣讲队

的队员们陆续登场，为村民带来一场精彩

的表演。

从 7 月 1 日唐先镇太平新村的首场演

出到最后一场演出的落幕，历时 6 个月，鼓

词宣讲队在市非遗中心主任吕美丽队长的

带领下走进各个镇(街、区)农村文化礼堂，

演出了30余场。

展演节目中，不仅有如《朱阿顺》《银杯

记》《十不亲》等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还有

以五水共治、三改一拆、街角小品为切入

点，以“两学一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为核心要义的新编鼓词，博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

太极拳公益培训班
举行千人合练
□记者 高婷婷

12 日上午 9 时，在太极拳文化研究会

的组织下，上千名太极拳运动爱好者汇聚

在方岩初中操场上，进行第二次集体合

练。此次合练是市太极拳文化研究会“太

极拳公益培训千人计划”今年成果展演活

动之一。参加活动的太极拳爱好者来自全

市14个村的太极拳公益培训班。

为了弘扬太极传统文化，我市太极拳

文化研究会秉承“善行天下、太极一家”的

理念，从今年 2 月份实施“太极拳公益培训

千人计划”开始，先后组织陈式、杨式、忽雷

等各拳式教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农

村。

下半年以来，随着培训重点移到农村，

市太极拳文化研究会先后在农村开办 14

个公益培训班。教练与各指导员每晚奔波

于农村各点，冒酷暑迎寒风为公益培训作

出不懈努力，为“千人计划”的实施作出了

无私奉献。目前，各培训班已基本结业，结

业人数逾千人。

百年翻簧竹雕扇见证祖父为官轶事
收藏者想把它捐献给金华市博物馆

祖父在黄岩法庭帮忙，获赠一把留有题字雕花的竹簧扇

打开楝树制成的木盒，一股历史的陈香扑面而来。

记者看到，竹簧制作的扇面上雕刻着以关公和赤兔马为

主的《富贵寿考图》，在金声闻的妥善保管下，扇面上每

一根线条都清晰可见，没有丝毫磨损，扇穗也保留得很

完整。

扇面上题着几个小字：“岁在壬寅秋月以应楚青公

祖大人雅鉴 治下何光持赠”。

金声闻说，关于这把扇子的由来，还得从他祖父那

一代说起。

清朝末期，金声闻的祖父金楚青在金华地方法院担

职。金声闻听父亲说，祖父算盘打得很灵，在法院里“管

银钱”，担任账房先生，又因为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后

来被提拔为书记官。

1902 年，台州黄岩县缺人，金楚青被调到黄岩法庭

帮忙，担任法庭庭长。

黄岩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因为一门翻簧工艺闻名在

外。翻簧工艺是将毛竹去青取簧，经过煮、压、刮等工序后，

把竹簧和木板胶合，然后在上面雕刻山水、人物、花鸟图

案，制成各种工艺品。临走前，金楚青的下属何光持赠与

他一把当地特有的竹簧扇，以答谢他半年来的辛苦操劳。

抗日战争时期，扇子留在兰溪幸免于难

金楚青去世后，家人将扇子封在了柜子里。抗日战

争时期，金声闻举家搬到绍兴，把扇子连同书籍等旧物

一起留在了兰溪外婆家。说来也幸运，金声闻外婆家在

金华江以南，日本人当时占据了金华江以北，没有到南

岸地区，这把扇子才得以幸免于难。

金声闻小时候曾看过祖父把玩扇子，很喜欢它的工

艺。1950 年 6 月，金声闻被调到永康工作，又过了 6 年，

母亲去世，老家没有人了。金声闻回老家整理东西，偶

然发现了这把珍贵的扇子，于是将它带回了永康。

金声闻将樟脑丸放到木盒子里防潮防蛀。怕扇子

被偷走，他很少拿出来，家里的孙子辈都不知道有这么

把扇子的存在。偶尔在月明星稀的夜晚，金声闻会打开

盒子，静静地端详扇面，遥想当年祖父在黄岩当官，与当

地官吏结下友谊的轶事。

打算把竹簧扇捐献给金华市博物馆，让更多人欣赏

1983 年，金声闻在方岩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金

声闻在旅馆闲谈时认识了一个古董商人，便提起了这把

扇子。古董商人非常惊讶，非得见识一下。待里里外

外、仔仔细细看过了竹簧扇，商人二话不说，开出了 8 万

的高价收购。

在上世纪 90 年代，8 万元是一笔巨款。然而，金声

闻一口回绝。

“这把扇子的意义在于其工艺和历史传承，如果换

成钱就没有一点意义了。”金声闻说。

上世纪 80 年代，黄岩翻簧厂转产木制礼品，翻簧竹

雕这项传统手工艺走向了下坡路。1985年，翻簧厂停产

翻簧竹雕，当地只剩下少数老手艺人还在坚持。现在会

做翻簧竹雕的手艺人更是凤毛麟角。

金声闻在北京故宫、杭州灵隐寺博物馆都见过翻簧

工艺制作的竹扇，但是他觉得那些扇子的雕刻水平还不

及自己这把好。

随着年事越高，金声闻愈发想将扇子捐献出去。“这

把扇子对于我们小市民来说，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但是

在懂行的人看来，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金声闻说。因

为祖父当时在金华地方法院工作，这把扇子和金华有深

厚的渊源，他决定将扇子送到金华市博物馆，请博物馆代

为珍藏、展览，让更多人欣赏到一百多年前的翻簧竹雕。

我的发型
大司巷幼儿园小五班集体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