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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至 11 日，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在宁波市举行，“永康五金”区域公共
品牌馆内，一款由浙江飞剑工贸有限
公司生产的万元传家壶“未投放市场
先入展馆”，吸引了众多客商和媒体
的关注。

此前，一群文化名流与书画名家
坐而论道，就这款具有现代五金文化
与传统书画艺术、胡公文化、陈亮文
化等地方特色文化相融合的传家壶，
围绕“道与器”的价值嫁接，研讨传统
优秀文化如何为现代五金产业赋能。

一把传家壶
展现永康智造

古人尚有在瓷器、紫砂茶具上挥
墨的爱好，可在五金器皿上进行大批
量书画创作，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这
个别出心裁的点子从何而来？又如
何落地呢？浙江飞剑工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飞剑向记者道出渊源。

永康因“中国五金之都”而闻名，
拥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保温杯生
产基地。飞剑力求创新，率先将医疗
航天用的钛材料运用到杯壶制造当
中，飞剑钛杯一举成名，荣获“永康第
六金”称号。

“我们发现各地嫁女都会在嫁妆
里添置一对暖壶，于是萌生了设计一
把‘传家壶’的想法。”这个计划经研发
团队花费3年时间终于成型。让优秀
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工业赋能，在五金
产品中巧妙融入更多文化元素，是夏

飞剑一直想做的事。通过表面处理

和 3D 打印技术，把名家书画作品“烙

印”在纯钛打造的科技杯壶上。夏飞

剑踌躇满志：“将新时代先进工艺与

中国传统精神创新融合，注定是一次

有趣的碰撞，不仅能掀起新一轮的

‘工业潮流’，更是‘永康智造’日益壮

大发展的证明。”

三张金名片交融
传承地方文化

为让五金文化、胡公文化、陈亮

文化三张本土金名片完美实现对话，

在此次国际消博会上展出的传家壶，

就融入了陈亮文化、胡公文化等本土

特色文化。“陈亮壶”和“胡公壶”，皆

由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夏一鹏书写。他感慨地说：“将现

代五金产业与传统文化嫁接，任重道

远。所幸永康的年轻企业家已经迈
出了成功的一大步。”

2018年，飞剑推出“千元杯”——

纯钛杯，打破了高端杯壶市场被进口

品牌垄断的现状，让国人用上真正的

高端国货品牌。现在，飞剑延续“健

康饮水”的理念，跨行业融合各个领

域的高精度技术，推出“万元壶”。在

年轻的掌门人夏飞剑看来，发展工业

的同时不忘传承优秀文化，是每一个

企业经营者都要肩负的社会责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亮研究

会会长章锦水说，南宋思想家陈亮认

为“道在物中”，强调道是可论的，其

着落就是器，就是物。我们探讨如何

用传统优秀文化为现代五金产业赋

能，和古人“道不离器，器可载道”的

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飞剑公司新推

出的“传家壶”文创设计，体现了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融媒记者 马忆玲

“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

像我们的母亲⋯⋯”在朗诵者满怀敬意

的诵读中，方志敏的著名散文《可爱的中

国》拉开了诗文朗诵会的帷幕。

11 日晚，浙江图书馆和市文联主办

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文朗诵会在园周

村映湖文化礼堂隆重举行。除本土的

13 位朗诵者外，朗诵会还特邀浙江图书

馆文澜朗诵团倾情参演，给观众带来了

一场别开生面、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据了解，浙江图书馆文澜朗诵团自

2013 年 4 月成立以来，不仅为各行各业

的朗诵爱好者建立了一个专业的学习平

台，同时，还开展朗诵艺术走进高校、走

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部队等系列公益

活动，在普及和推广朗诵文化方面取得

了诸多成果，成为了浙江文化建设的一

道亮丽风景。

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朗诵者先

后表演了16个经典诗文朗诵节目。胡英

杰和吕芳华通过朗诵陈亮原著和樵隐译

诗的古今交融形式，把南宋著名爱国主

义者、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的《水调歌头·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经典名篇演绎得精

彩绝伦；李东模仿毛主席湖南口音朗诵

的《人民万岁》，引来观众阵阵掌声；文澜

朗诵团成员谭剑将《傅雷家书》以戏剧表

演形式娓娓道来；由文澜朗诵团成员瞿

平、徐子伟、董海楠、霍磊磊合诵的《新中

国之歌》，将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心

中的新中国进行了生动表达⋯⋯朗诵会

在文澜朗诵团全体成员合诵的《百年交

响》中圆满落幕，他们气势磅礴的深情朗

诵，让现场观众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看

到了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听到了无数仁

人志士的奋力呐喊声，感受到了共产党

人的满腔爱国之情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省农科院原副院长、省朗诵协会理

事、永康博士联谊会副会长兼杭州分会

名誉会长徐子伟是永康乡贤，他曾应邀

回家参加过几次朗诵活动。为了能朗诵

好戴望舒的诗歌《我用残损的手掌》，徐

子伟在开场前 15 分钟还在一遍遍默

诵。他说，很高兴能在家乡的舞台上抒

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民族

精神的赞美之情。同时，也衷心地祝愿

家乡的明天越来越美好！

谢贝妮是第一次踏上永康这片土

地。她透露，文澜朗诵团成员绝大多数

是业余的朗诵爱好者。“今晚，大家在朗

诵诗文中重温党史，接受爱党爱国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意义非凡。”谢贝妮说。

朗诵会开始前，浙江图书馆副馆长

李俭英向市文联、市图书馆赠送了科普

阅读推广项目的数字资源。

11 日上午，2021 年永康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非遗联墨展活

动在市图书馆二楼开幕。

2021年6月12日是我国第五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遗产日期间，主办单位市文广旅体局将围绕“人民

的非遗 人民共享”“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两大主题，推出展览、讲座等 11 项活动，旨在展示我市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营造全民参与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2021年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启动

共赴一场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盛宴

百副楹联
助力非遗宣传

百余副楹联作品一经亮相，就吸

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参展作品由

市楹联学会和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合

作完成，内容取材于我市国家级、省

级、金华市级和永康市级的非遗保护

项目，按一项一联的形式呈现，文学

艺术底蕴深厚。

“锡心雕龙动地惊天气象”写的

是永康锡雕，“眨眼衔球鹤立青松观

屏幕”写的是拱瑞手狮，“玄铁叮当见

匠心”写的是铸铁技艺，“烟熏火燎金

包玉”写的是打金打银技艺⋯⋯来往

市民一边驻足观赏，一边讨论楹联代

表的非遗项目。一个个熟悉的名称

勾起了他们的记忆。

“小时候学校组织参观方岩庙会，

除了打罗汉外，经常能看到穿着彩衣

的演员在高跷上表演，看得我们又兴

奋又紧张。”这段见闻让市楹联学会会

员吕观勤记忆犹新，他于是以踩高跷

为题，写下了一首楹联：“能文能武，鹤

步凌云，绝缨掷果权为乐；演丑演生，

虹光出袖，褒善推贤更是歌。”

非遗联墨展外树立着两排展板，

以多张照片全面展示着古山叶氏特

祠、后吴司马第、舟山黄氏宗祠等文

保单位的重生过程。望着古建筑前

后对比图，原市非遗中心主任吕美丽

感慨万千。“过去人们缺乏文物保护

意识，致使许多老建筑损坏严重，为

现在的修缮工作带来了困难。”吕美

丽说，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更需

要我们加强濒危文物的抢救保护，加

大力度强化文物保护宣传，唤起群体

的重视，让宝贵的历史文化得到传承

和发扬。

非遗购物节
展现民俗文化风采
金团、发糕、木杆秤、锡茶杯⋯⋯

市图书馆外，一条临时搭建的购物街

展示着多种非遗保护项目。一上午

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一杆做工精巧的小型木杆秤引

来了不少人咨询。木杆秤主体用红

木和铜制成，秤花材质为小叶紫檀、

黄金丝，刻有八仙过海、十二生肖等

祥瑞图案。打造它的匠人、金华市级

永康钉秤技艺非遗传承人叶福康就

坐在摊位后，笑眯眯地向市民讲解木

杆秤的制作过程。

“我 16 岁开始钉秤，那时候做木

杆秤要求结实、耐用，现在我们改进

了工艺，在造型上下功夫，钉出来的

秤越来越漂亮，满足了人们的收藏需

求。”叶福康说。

钉秤技艺是叶福康家的祖传手

艺，传到他手上已是第三代。这名 72

岁的秤匠近年有一个烦恼：年纪大了，

手脚不如从前，将来没人接担子，怎么

办？“我一共收过11个徒弟，现在仍在

坚守的只剩下2个。”眼见同行越来越

少，叶福康在坚守本行的同时，加入了

非遗保护队伍，带着自己的作品积极

参与活动，向大众展现传统手工艺之

美，为民俗文化的传承鼓与呼。

据了解，本次非遗联墨展和非遗

购物节是2021年市“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除此之

外，市文广旅体局还推出了“我们的

节日·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市首届

“丽州遗韵·少年非遗说”（红色）故事

大赛、永康醒感戏挖掘抢救《精忠殇》

汇 报 演 出 、“ 我 们 的 节 日·情 系 端

午”——醒感戏《状元与乞丐》展演等

共12项活动，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五金产业与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嫁接

道与器：传家壶的“文化味”
□融媒记者 马忆玲

□融媒记者 高婷婷

名家朗诵诗文
致敬建党百年
峥嵘岁月

客商在博览会现场咨询传家壶客商在博览会现场咨询传家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