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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鹅蛋上画了红
旗、太阳、蓝天、鲜花，表示
党旗如太阳一般抚慰着鲜
花，鲜花在大地上茁壮成
长。”去年 5 月 5 日是立夏，
在陶店村文化礼堂，孩子们
开展了立夏绘彩蛋主题活
动。参与活动的孩子们挤满
了礼堂，欢声笑语飘满了文
化礼堂的每一个角落。

过去，村民们都不太愿
意参加文化礼堂的活动。

“讲座太枯燥，人坐不住；文
艺活动太单调，看的人少也
没劲。”陶店村文化礼堂管
理员表示。

四五年前，青年委员吕
英黔回到农村，给农村文化
阵地的“冷锅”加了把火，他
将传统文化的“热”与家校
社相结合，开展二月二点朱
砂、端午节包粽子、儿童节

游园会、中秋音乐节等活动，将趣味性、教
育性注入每一次文化礼堂活动中，让农村
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多样的兴
趣活动，解决了文体活动缺主题、党建宣传
缺载体的问题。

经过两年的策划、运作，如今的陶店村
文化礼堂，参与活动的人数从近十位，到场
场爆满。村民们也从对活动内容、意义的质
疑，变成主动上门寻求举办活动。“去年的
中秋节令我特别感动。因为当我在村民微
信群里提出举办中秋音乐会的设想时，大
家在积极响应之余，还纷纷给我提出意见，
有的村民建议孩子们穿传统服饰参与活
动，有的村民建议采购一些传统美食增加
趣味，还有的村民直接报名要为活动出一
份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最终，中秋音乐会
在群策群力下取得了圆满成功。”回忆起中
秋音乐会的盛况，吕英黔依旧有些激动。

“文化礼堂历经风雨，成为社会时代潮
流的记录者。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它不再是单纯的文化活动场所，而是以‘精
神家园’为主题的陶店特色、传统文化展示
平台，凝聚起全村人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
幸福感。”吕英黔表示，“我们会继续举办好
每一场文化礼堂活动，通过大家喜闻乐见
的活动，将新时代的文化工作和传统的风
俗人情进行宣传，将它们传递给更多的农
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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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店村文化礼堂：

百年古祠今胜昔 凝聚乡情焕新生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文/摄

在廿三里街道东北

边，距离街道办事处2.5公

里处，有一座古村落。它的

东北是祝公岩风景区和华

溪森林公园。村庄四周林

木茂密，环境优美。它，就

是陶店村。乘着乡村振兴

的东风，这座古村正在焕

发新的活力。矗立在村子

中间的文化礼堂——何氏

宗祠，沉默见证着村子的

变迁。

走进陶店村，一幢幢
古建筑映入眼帘。陶店村
文化礼堂选址于村庄中
心的何氏宗祠之中。这座
古老的建筑是在乾隆五
十四年(1789)由当时村中
比较有名的大户何懋宰
发起建造的，耗时 4 年完
成，距今已220余年。建筑
分前后两院，三进五开间
左右厢，建筑面积 641 平
方米。道光十二年(1832)，
何懋宰的子孙又对宗祠
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
扩建，现存青石门楼就是
道光年间的原物。

相传，在古代有捐田
产以为祠产的传统，一则
可以借此抑制族中豪强
以势压人，二则借此兴办
公益，如办私塾、奖教育、
恤孤寡。据村中老人介

绍，村办私塾由来已久，就设于何氏祠堂
内。民国时期的乡贤何菁幼时亦曾随教
书的祖父在村中私塾启蒙。多年前，金华
市第二中学也曾在此办学。所以说，这里
不仅是陶店村文化的发源地，更是村民
的精神殿堂。

2014年，何氏宗祠被改造成文化礼
堂，古祠堂焕发出新魅力。墙上新添村情
村史简介、家族名人榜、学子榜、孝敬榜、
好儿媳榜等，格外显眼；新设立的农家书
屋、书画室、文化活动室等人气颇旺。村
中的能人们更是主动参与文化礼堂的策
划工作，并积极研究和收集整理当地村
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和美好家园
等资料、图片。

建成使用后的文化礼堂再现了
“文化长河、静水流深”的意境。不论是
启蒙礼、敬老礼、18 岁成人礼，还是村
干部庄严的就职礼，都在这里呈现。如
今，文化礼堂使村民的生活变得更加
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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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人构筑而成
的。因此，最珍贵的也莫过
于那些人。捏面人、做糖画、
唱道情，陶店村汇聚了一批
民间手艺达人。

村里的老人介绍，新中
国成立前陶店村有裁缝手
艺人40多个，其次还有众多
泥水匠、木工、竹篾匠等。这
些手艺人中有不少技艺相
当精湛，在周围村落里都甚
有名望。例如木工何守贤，
屋架手艺甚为熟练；木工何
少良，打制家具精致结实，
远近闻名；裁缝何正铨，缝
衣活干得又快又好，想请他
缝制过年新衣都需要提早
半年以上预定。

如今，仍有何维进、何维
思、何正刚、朱静芳等民间达
人坚守传统，成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捏、搓、揉、掀，再用小竹刀灵巧地点、
切、刻、划，塑成身、手、头面，不一会儿一
个面人就诞生了。上个世纪，当义乌人开
始走南闯北“鸡毛换糖”之时，何维进却选
择了捏面人。这是一种艺术性很高的民间
工艺品，手艺人用面粉、糯米粉加上色彩、
石蜡、蜂蜜等成分，制成各色柔软的面团，
再由巧手制作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每次出摊都能吸引不少大人小孩的注
意。”何维进表示。

像何维进一样“不走寻常路”的，还有
兄弟何维思。他从事糖画艺术已有三十多
年。以糖稀为墨、以勺为笔，手腕翻飞间生
动的造型便跃然纸上，可以描画华丽的凤
凰、活泼的飞鸟、可爱的兔子等。“每当看到
孩子们拿着糖画很想吃却又不舍得吃的样
子，心里总是特别有成就感。”何维思说。

一种民俗、一项技艺，历史就活了；一
曲唱腔、一种精神，文化就活了。老底子的
非遗文化如绵延不绝的血脉，在陶店村代
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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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徐庆丰

近日，笔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由义乌人鲍川、
宋芳园等参演，并曾在义乌取景的剧情爱情电影

《热汤》定档今年3月4日在全国上映。这部入围华
沙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在去年海南国际电
影节、上海电影节亮相的品质佳作，终于要和全国
观众见面，为疫情下的电影市场增添春的生机与
艺术色彩。

电影《热汤》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章明执导，陈
都灵、宋芳园等主演。电影由交织而又平行的四个小
故事组成，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义乌狂野迪吧取
景拍摄完成，拍摄时间是2018年12月。值得一提的
是，故事中的女主角宋芳园，是义乌人，她在剧中扮
演“娃娃”一角。1996年出生的宋芳园是赤岸镇五柳
村人，身为弃婴的她酷爱音乐和表演，在养父母的悉
心呵护培养下，她表现得非常努力刻苦。2017年，她
参加浙江卫视节目《天生是优我》，以“优我女团”为
名出道，目前已经在《山寨小萌主》《朝歌少年行》《如
果声音有记忆》等多部影视剧中出演角色，逐渐成长
为具备潜力的国内新生代女星。

鲍川在剧中出演娃娃（宋芳园）的“干爹”，上演
了一段“萝莉与大叔”的奇妙交集。据悉，义乌市影视
文化产业协会等，也参加了该剧的演出拍摄。

义乌人参演院线电影
《热汤》即将公映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稳走得正
踏踏实实闯天下。”这首歌里唱的千层底鞋，勾起了
无数人的儿时记忆。昨日，记者走进非遗馆，只见市
民围着布鞋非遗项目体验区，看非遗传承人楼南荣
剪样。

“经过剪样、纳底、铺棉、包边等一道道工序后，
松软舒适的布鞋才能呈现在我们眼前。”楼南荣介
绍，纳鞋底这活儿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鞋底非
常厚实，必须要用锥子扎眼，然后再用针线纳好勒
紧。现场，只见一针一线，在他手中一来一回熟练地
翻飞。鞋底儿要想纳得平平整整、服服帖帖，针脚均
匀细密，没有多年的功底是不行的。

据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义乌，手工纳鞋底广
泛流传于民间，一度是妇女们的看家本领。当时，人
们生活都不富裕，小孩子长身体穿鞋又费，没有几家
舍得经常买鞋穿。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橡胶鞋底儿
和塑料鞋底儿相继问世，并逐渐普及。许多家庭做鞋
都使用直接买的鞋底儿，用布料剪一个鞋帮儿缝好，
就是一双新鞋。

据悉，周末，非遗馆内除了手工布鞋体验，还有
根雕、木活字印刷术、百子灯制作技艺等精彩活动。

周末“非遗”活动
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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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观看楼南荣做布鞋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2月17日，道情《红蛇传》亮相望道书场，吸引了
大批市民驻足观看。

由于贴近生活,道情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欢迎，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看了像过节一样高兴。70多
岁的村民陈大爷说：“这道情真好听，每场演出我都
到场，咱老百姓就喜欢这样传统的道情演出。”

据介绍，道情《红蛇传》讲述的是北宋仁宗年间，
张有义为国投军，与柏武情结拜金兰。张有义揭皇榜
救公主，柏武情见色起意，设计谋害。张有义历尽艰
辛赴京投奔柏武情，再次遇害。幸蒙包文正主持公
道，善恶有报，严惩凶犯。张有义被招为驸马，与公主
喜结良缘。

接下来，“望道书场”将于每月的夏演集市（每逢
农历一、四、七）当天组织演出，传播道情文化，为大
家献上文化盛宴。

“城西街道将用好‘望道书场’这一文明实践新
阵地，常态化开展活动，让党的好声音飞入寻常百姓
家。”城西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道情《红蛇传》
亮相望道书场

陶店文化礼堂外貌陶店文化礼堂外貌

文化礼堂二进后厅

文化礼堂前厅

“传承墙”讲述了陶店的历史人文

传统武术爱好者在礼堂内教授
基本功（资料图）

清明诗词大会吸引村民积极参与（资料图）

礼堂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