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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芝英人义务自建本土文化传播驿站

鼎领风骚
数千年

□程育全

14 日，记者驱车来到芝英古镇，

踏着青石板的路面，走过弯弯绕绕的

巷道，远远地看到了立在老街上的永

康市本土文化传播驿站。

驿站其貌不扬，两层楼高，两扇乌

黑木门，门两旁挂着对联，看起来和普

通民居别无两样。它的创建者是两个

芝英人，名叫应奇生和应万松。

记者抵达时，应奇生已在驿站里

等候了。“这家文化驿站是我们从今

年 4 月开始筹备的，一边装修，一边

对外开放。”他把记者迎进屋内，见记

者的目光落在堆在房屋一角的建筑

废料上，于是解释道，“现在还有部分

在陆续完善。”

记者环视四周，大厅左边是几排

书架，整齐地摆着许多刊物；右边是

几张桌子，上面摆着一副象棋。墙壁

上挂满了字画，正中间挂着一张应奇

生的摄影作品，拍摄的是芝英的标志

性建筑之一——天成公祠。

仔细观察，记者发现这里陈列的

书籍、字画、摄影作品基本与永康有

关。陈亮、应钧、应宝容、徐小飞、胡

国钧⋯⋯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永康

人都耳熟能详。而内容基本关乎永

康的人情风物、历史名人、地方民俗、

民间传说等，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沿着楼梯来到二楼，这里更像

一个艺术展览馆，每个房间里都挂

着许多摄影作品和书画。永康美妙

的山山水水、古建筑、人文景点跃然

其上。

近段时间，芝英老
街上悄然出现了一家新

“店”。说是“店”又不够
准确，因为它从早开到
晚，却不贩售商品。无
论你是想歇脚，还是想
看书、下围棋，都能随时
走进这里，度过一段悠
闲的古镇时光。

房屋的主人在门外
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印
着“永康市本土文化传
播驿站”几个大字。

□记者 高婷婷

陈列本土文化的民间“博物馆”

实际上，早在去年，打造本土文

化驿站的计划就在应奇生心里有了

雏形。

应奇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也是

一名文学爱好者。空余时间里，他最

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搜书，以及外

出登山，写山水游记，他累计写出了30

余万字的杂文。可以说，阅读和写作

是应奇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在纸质书籍逐渐没

落，传统书店、报刊亭式微的当下，应

奇生常常对此感到强烈的忧虑。“现

在，大家更喜欢把时间用在看手机、

刷视频上，我国人均阅读量一年比一

年减少。”应奇生说。但是，纸质书真

的过时了吗？

每个人都会遇到“书到用时方恨

少”的时候，尤其是在获取知识渠道相

对不发达的农村。现如今，农民的物

质生活不断丰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也在日益增长。而对土生土长的农民

来说，本土类书籍无疑是他们培养阅

读爱好一块合适的敲门砖。这就是应

奇生建立本土文化驿站的初心。

“想在农村打造一个文化休闲

吧，让村民可以坐在里面看看书、聊

聊文学、下下棋⋯⋯”在一次聚会中，

应奇生提出了这个想法，杨倪忠、徐

天送、俞兴邦、吕文亮、徐小飞等文艺

界人士纷纷响应，送来了自己的作

品，丰富驿站收藏。此外，市图书馆

也向文化驿站赠送了不少书籍。

应奇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应万

松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建造、管理这

座文化驿站。这一想法同样得到了

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芝英镇

党委政府提供了处于老街上的闲置

老屋作为驿站场地。

为了节省资金，这座文化驿站从

装修到摆设、清扫，都由两人共同完

成，没有雇外人帮忙。粉刷墙壁、采购

家具、设计布局⋯⋯4月初那段时间，

两人每天都在驿站里忙得热火朝天。

“这座文化驿站是在许多人的支

持下运营起来的。”应奇生感慨。记

者看到，一块小黑板悬挂在大厅最显

眼处，上面登记着一串名单。这些都

是为文化驿站捐过款的村民、游客，

以及文艺界的热心人士。

应奇生打开电脑，降下投影屏，

给记者播放了一段芝英古镇的宣传

片。“这里是芝英，是一处历史底蕴丰

富的文化名镇⋯⋯”清脆可爱的女童

音作旁白，镜头不断推进，古镇如画

风光在幕布上迤逦呈现。“这是我自

拍自导的小短片。”应奇生介绍，“旁

白是我孙女配的。”

每天早上，家住芝英一村的应

万 松 来 到 文 化 驿 站 ，开 门、清 扫、

整 理 ⋯⋯ 阳 光 落 进 驿 站 里 ，照 得

一 室 亮 堂 ；馥 郁 书 香 袅 袅 融 入 古

镇 生 活 ，成 了 芝 英 一 道 崭 新 的 文

化风景线。

文化驿站开放以来，不少读者从

四面八方慕名赶来。有的是芝英本

地人，有的从周边镇、村庄赶来的，其

中包括不少来自江西、湖南、贵州的

新永康人。“他们对永康文化很感兴

趣，经常过来借阅书籍，一坐就是小

半天。”应万松的语气里流露出一股

自豪。他很高兴自己建起的这处地

方，能帮助新永康人了解永康文化、

融入本地生活。

夏季炎热，因而文化驿站的人流

量基本集中在晚上，白天工作时间则

显得较为冷清。据应奇生粗略统计，

文化驿站每天大约要接待六七十名

读者。

或看书，或下棋，或品茗，或聊天

⋯⋯文化驿站百无禁忌，向所有人敞

开大门，像一处自助商店，任由顾客

挑选。来往的人们可以选择一个空

闲的午后，走入老屋内，在书香和茶

香里坐下来打发时间，寄托闲情。

采访完已是傍晚，记者走出芝英

老街，回头望去，文化驿站显得有些

寂寥。但记者知道，到了夜幕降临的

时候，这里就会聚集起许多读者，变

得鲜活而生动。

“一杯清茶古街老人聊家常，五

味杂陈抚昔追今话回想”，这副挂在

大门两边的对联，正是对文化驿站最

好的注解。

集合群众之力，建起文化驿站

让新永康人融入本地生活

说到铜艺，离不开青铜器，更离不开

青铜器至尊——鼎。民以食为天，天下

以礼为先。所以，我国夏商时期，用于烹

饪的器具鼎，就出现了。后来，鼎上升为

礼器，多用于祭祀，成为国家政权中君

主、大臣的象征，如大名鼎鼎的司母戊大

方鼎和毛公鼎。

青铜铸鼎工艺更是先进得不可思

议。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颜

色青灰，故名青铜。由于青铜熔点比

较 低 ，约 为 800℃ ，硬 度 高 ，为 铜 或 锡

的 2 倍 多 ，所 以 便 于 融 化 和 铸 造 成

型 。 古 人 在 3000 多 年 前 就 掌 握 了 这

一工艺，能铸数吨重的鼎，并在鼎身上

刻上铭文和纹饰。在关乎人类文明发

展的考古学上，有一段时间以制造使

用青铜器为标志来命名，称之为青铜

时代或青铜器时代。

我 们 程 氏 作 为 铜 艺 世 家 ，传 承 发

扬青铜铸鼎工艺责无旁贷。2007 年，

我们神雕集团接到福鼎市城市雕塑设

计的邀请，决定用结合铜艺传承，设计

“福鼎”。我们采用福鼎市的历史文化

元素，秉承青铜鼎的铸造雕刻工艺，以

“万福纹”填底，创新纹饰，凸显了沉稳

大气、吞吐古今、福泽绵绵的福鼎城市

形象。

历时三年，2009 年 10 月，在新中

国 成 立 60 周 年 之 际 ，这 座 高 5.9 米 、

底 座 6.5 平 方 米 的 福 鼎 ，作 为 城 市 雕

塑，屹立在了福鼎城市广场。铭文上

说 ：凡 我 邑 子 ，当 以 鼎 誓 ，锐 志 进 取 ，

永无退止。

今年 4 月，荣膺浙江省平安创建工

程最高奖的平安金鼎，也出自我们神雕

集团的制造工艺。在原先盛世宝鼎的

基础上，我们采用了贴金工艺，贴上的

金箔让金鼎更加金碧辉煌。会上，省

委、省政府领导分别给 45 个县（市、区）

颁发了这座平安鼎，象征着平安浙江建

设的前景灿烂。

目前，我们刚承接了德兴市的德兴

鼎的雕铸。以德兴的小篆字体变形为德

兴鼎的基础，以喻“惟吾德兴”的历史人

文传承，还概括设计出此鼎有五德：鼎泽

四方，仁；铜本吉金，义；祭祀道至，礼；其

声远闻，智；千年不屈，强。此鼎不久将

屹立于德兴的文化广场。如此怀德图振

兴的青铜鼎，不管是不是德兴人，都会对

此赞誉有加。

馥郁书香袅袅融入古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