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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里的传承
记者探访九旬手艺人俞新法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我问一

问大家，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什么时候？”2月

14 日，“党课爷爷”徐金星走进溪岸初中开

讲开学第一课。他围绕“党的百年精神永

放光芒”这一主题，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

的党史教育课。

这是徐金星的第 279 堂公益党课。课

上，他通过一张张实地拍摄的红色遗址照

片，结合重走长征路的亲身经历，带领学生

们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

学生们聆听着英雄故事，仿佛回到了

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对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有了更深刻认识。讲座中特别设置

了抢答环节，大家积极举手回答，现场气氛

热烈。

“我的目标就是行万里、摄千景、讲百

课、写一书、办一次影展。”徐金星分享了

自己的五年计划。多年来，他致力于在各

个学校讲授党史教育课，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更多学生了解党的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

年。

传承红色精神
“党课爷爷”徐金星
开讲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融媒记者 施俊涛） 近日，市

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接到缙云籍女子卢某报

警求助，称其在江南街道拱瑞下村附近的

山上迷路，急需警方帮助。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带队前往，出警

途中再次与卢某联系。对方表示自己的手

机即将关机，随后将定位及其姐姐的联系

方式发给民警。

8 分钟后，民警到达拱瑞下村山脚，拨

打卢某电话，发现其手机已关机。民警借

助卢某事先发来的定位，一边爬山一边呼

喊。由于前期开展过生态警务巡山工作，

民警对此处地形较为熟悉。由于拱瑞下村

山上种植较多毛竹杨梅，岔路口较多，民警

猜测卢某应该会在较为平坦的山路上行

走，于是便沿着主路寻找，同时呼叫无人机

进行空中搜寻。

“我在这里！”寻找了 20 分钟以后，终

于有人回应民警的呼喊。只见一名身穿粉

色上衣，拄着登山杖的女子出现在前面不

远处。民警立即上前询问，确定该女子就

是卢某。

民警了解到，卢某和姐姐一起相约爬

山，奈何自己体力不足，一直跟不上姐姐的

脚步，直到与姐姐联系才发现自己已迷路，

因临近天黑，加之手机快没电，遂报警求

助。

“非常感谢，给你添麻烦了。”安全下山

后，卢某与其姐姐向民警表达了谢意。

女子爬山迷路
警方成功救援

■警方提醒

进行户外活动时，一定要做好充足准

备，选择安全路线，携带足够物资，并告知

家人行踪，同时要把握好时间，在天黑前离

开山林。万一遇险，一定要保持冷静，及时

拨打求助电话，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待在原地，不要随意走动，耐心等候救援人

员的到来。

党史教育课

“龙头一共要用 258 盏灯，我们

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俞新法介绍，派

溪吕迎龙灯已有300多年传统，龙灯

样式复杂，品种多样，别具特色。

威严的龙头长4.5米，高3.6米，

需要 8 个人抬。最瞩目的当数龙头

上一只白鹤，羽毛根根分明，口中衔

着利是，此外还有不少宫廷式花瓶

灯、鱼灯、蝴蝶灯等精美花灯点缀。

龙头两侧则挂满了一排排的四角

灯、六角灯、龙虾灯、狮子灯、发糕灯

等各式小灯。

前几年，因种种原因，派溪吕迎

龙灯活动一度中断。那时候，俞新

法因其远近闻名的手艺，被其他村

请去制作龙灯。今年，派溪吕村时

隔十余年再迎盛事，他想要扎出最

美最大的龙头，把这份古老的艺术

再现。从腊月开始，俞新法带着徒

弟十多人，从抽蔑、做骨架到彩绘、

装灯，一步一步悉心指导。

“别看这花灯小，做起来可不简

单。”大徒弟吕光耀展示着掌心玲珑

的灯盏，“像这盏发糕灯，骨架要先

用纸胶布绕在竹篾上，用美纹纸固

定成一个一个结，一盏就有 100 多

个固定结。做好骨架后再糊上棉

纸，最后涂上颜色、画上画或写上

字，一个人得做一天呢！”

吕光耀介绍，龙头上 258 盏花

灯都是这样一盏一盏纯手工扎成。

而且最难的那些灯还得师父自己动

手。“所有花灯上的字、画、图案也都

是师父自己画的，这手艺没有一年

半载还出不了师。”他说。

“老俞的手艺，那是真绝了！”在

一旁帮忙的村民忍不住赞叹道，“你

看这龙头上每一只小动物，都像是

活过来了一样。这可都是他几十年

的功夫啊！”一边说一边拉动小狮子

灯的机关，小狮子的嘴巴就一开一

合，逗得小朋友欢笑阵阵。

“现在很多村子迎灯都用布龙

了，纯手工做的龙灯越来越少。但

父亲坚持一盏盏手工做。”俞新法的

女儿俞金燕看着父亲和徒弟们忙碌

的身影感慨地说，“老龙灯也要有新

血脉嘛！父亲年事已高，他能把这

一生的手艺能传承给年轻人，作为

女儿特别支持，也很欣慰。”

俞金燕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很

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回乡，看到祠

堂里父亲在教授徒弟们扎灯，也会

在旁边学一学，为自己扎上一盏喜

欢的花灯。

龙头龙头

说起俞新法的手艺，还得从他

充满苦难的儿童时期开始。9 岁那

年，他躲在甘蔗田里，目睹了父亲被

杀害的惨状，孤儿寡母在战火中辗

转求生。为了生计，12 岁的他开始

学习做篾手艺。他回忆说：“那时

候，只有学会一门手艺，才能有饭

吃。”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聪慧的头

脑，他很快掌握了做篾技艺，并在

13 岁时开始走街串巷，靠手艺讨生

活。

成年后的俞新法，不仅做篾技

艺精湛，还自学了木工、铁艺等多种

技艺，甚至无师自通，能制作琴、箫、

二胡等乐器。

1955 年，当时的象珠区成立了

篾艺社，俞新法成为其中一员。后

来，象珠的篾艺社、木艺社和铁艺社

合并为象珠农机厂。作为厂里的技

术骨干，他在此期间研发了许多农

用、家用工具，其中，电动水泵就是

出自他之手。

1980 年，象珠农机厂更改为象

珠制冷机厂。俞新法又带着技术

人员前往上海学习，回来后开始自

主研发棒冰制冷机。经过无数次

的试验和改进，他们终于成功研发

出了棒冰制冷机，并迅速推向市

场，销售辐射到半个浙江，产品供

不应求。

“那个年代，棒冰是夏天最好的

福利，大一点的厂都会买一台，自制

棒冰发给员工。我走遍金华，去哪

里都有饭吃。”俞新法回忆，他还兼

顾售后，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浙

中各地。他的敬业精神和精湛技

艺，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

“师父一生都在践行工匠精神，

教我们做龙灯就能看出来。”吕光耀

清楚记得师父几次把做得只是有一

点点歪的灯架踩得粉碎，“龙灯是活

物，差之毫厘就没了灵性！”

“老爷子这个年纪了，对其他事

都已经提不起兴趣。唯独说到做龙

灯，他就兴致勃勃，精神百倍。一天

站十几个小时都不用休息。”俞新法

的孙子、徒弟俞广说，“爷爷对手艺

的热爱是最打动我的，从前觉得手

艺自有老人传承，如今才感觉责任

在肩。”

孙子、徒弟俞委是去年开始跟

爷爷学手艺的，在爷爷的指导下，基

础的花灯做法都已经掌握。“其实，

只要有兴趣，你想学就能学会。尤

为关键的是，要让年轻人看见传统

之美，这样才能一代代把中国传统

的年味传承下去。”

在机械化布龙盛行的当下，俞

新法依然坚守着每盏灯的手作温

度。258 盏花灯不仅照亮了派溪吕

的夜空，更映照着老匠人把生命融

入技艺的赤诚。这份需要经年累月

打磨的手艺，虽不产生即时效益，却

承载着中国乡村最珍贵的文化基

因。

当年轻学徒的手指在竹篾间翻

飞，我们看见传统文化正在新老交

替中完成生命的接续。

采访中得知，目前，后辈们正为

老人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让百

年龙灯永续星火。

融媒记者 颜元滔 见习记者 吕漪琳

匠心复刻百年龙灯

匠人精神代代传承

■记者手记

2月13日
（正月十六）的
象珠镇派溪吕

村，夜色中一条数百米长
的“霸王龙”昂首游弋。

“已经十多年没这么热闹
地迎龙灯、闹元宵啦！”村
民们里三层外三层追着
这簇跃动的星火游走。

祠堂的一角，91 岁
的老手艺人俞新法看着
热闹的人群，露出欣慰的
笑容——这条凝聚传统
技艺的巨龙，正是他带领
十余名徒弟耗时月余的
匠心之作。

俞新法在制作龙灯

传统文化在新老交替中接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