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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家 档 案

名 篇 赏 读

经 典 导 航

陈望道（1891—1977），义乌分水塘村人，著名翻
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
央副主席等职。他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积极投身新文
化运动，曾任《新青年》编辑。1920 年翻译出版了《共产
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者。1921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活动家。1949年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
广普通话工作，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著
作颇丰，代表作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此文是陈望道游记散文《从鸳鸯湖到白马湖》的第三部分。
1921年，时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的经亨颐先生，在上虞民族资本家陈春澜先生的鼎力资助下，创
建了春晖中学。1922年8月，春晖中学招生开校。学校建成后，荟
萃了一大批名师学者，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
匡互生、杨贤江、范寿康等先后在此任教。蔡元培、黄炎培、胡愈
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叶圣陶等来此讲学、考察。
学校一时声名鹊起，赢得了“北南开，南春晖”之誉。

陈望道是经亨颐曾任校长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中，对
学生最具号召力的“新派”教师。1922年7月，春晖中学尚未开
学，陈望道先行到达，在白马湖逗留了近二十天，对即将诞生的
新颖学校做了详尽的访问考察。接待他的春晖教员中，有他教过
的学生叶天底。在春晖，他赞美白马湖的秀丽风光，欣赏经校长
的教育革新主张。临走，他还建议学校应该兼收男女同学（第二
年春晖即实行男女同校）。8月13日，上虞女界同志会成立。他应
邀在成立大会上演讲，为“女性觉醒的辉光到处闪烁”而喜悦。陈
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后来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
架，夏丏尊把它列入学生读书目录，它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
田里的最早的革命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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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艳

日前，义乌湖畔书院被浙江大学
国际茶学联合研究中心确认为茶美学
与艺术教育研究基地。

浙江大学国际茶学联合研究中心

以浙江大学为依托，整合中国、韩国、
日本、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涉茶企业
和学者，着重推动茶文化宣传、人才培
养、茶产品研发、国际茶标准样品制
定、社会服务等，并通过“一带一路”建
设辐射全球，扩大中国茶文化和茶产

业的国际影响力。
湖畔书院作为义乌人文地标，十

多年来以东方美学哲学探究教育本
质，探索重建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传统
文化儿童教育体系，培养具有中国灵
魂、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青

年一代。此番茶美学与艺术教研基地
落户义乌湖畔书院，将充分发挥义乌
资源优势，推动茶产业与艺术领域的
深度融合，推广茶美学教育，培养更多
爱茶懂茶的新生代力量，赋能于中国
茶文化未来的传承发展。

湖畔书院成为茶美学与艺术教研基地

从鸳鸯湖到白马湖（节选）
三 白马湖畔

MH先生：
我在平安中到了白马湖了。这湖的风景和春晖中学的设置

都很爽适，与杭州到此的一条道路恰成一个绝妙的对比。
从江干渡了钱塘江，有旱路直达西兴。一条绝无树荫的寂寞

的路旁，尽有贫穷的男人或女人——女人大抵抱着婴儿，或使婴
儿睡在身旁热气熏蒸的地上——坐着，故意而且含有竞争性地，
裸露佢们身上最丑劣的部分，向所谓做好事的太太老爷们求乞。
过了西兴坐在火油的小轮里，便见几个抽税的先生们，挥着鹅毛
扇把一册“浙江省民国十一年度省地方岁出岁入预算书”翻来覆
去地看，又把一等差二等差承上启下地谈。

江上水波不兴，舱里汗臭贯鼻。我一总闷坐了十一小时。晚
间九时在曹娥上岸。曹娥离白马湖尚有十余里，因人地生疏，当
晚无由到达，就在曹娥的越新旅馆买宿了一夜。这一夜，我就亲
证绍兴俗语所谓“西兴的灯笼，曹娥的蚊虫”，是真实不虚的了！
那蚊虫又大又多，委实可与萧山凤凰山脚玄庐先生家里的，“并
驾齐驱”！

今晨八时到甬绍线的驿亭车站，已有天底和着春晖工人从
校里划船出来，在湖滨招接。驿亭离春晖约二里，中隔一白马湖，
非船不得到校。现正建筑马路，敷设洋桥，约计一月后才可告成。

现今总算平安地到了春晖中学了。校中除木工铁工泥水工
等工人外，现只住着法制经济教员朱少卿先生，事务主任戚怡轩
先生，教科股主任赵益谦先生及我和天底几人。因他们尽由同志
集合，所以他们的性灵和我也容易投合；我们见面不过几小时，
已像是久交的朋友了。

七月三十一日晚十时
YY先生：

我在此已四五日了。为美妙的景色所诱惑，连日和天底或少
卿、益谦先生们游访湖滨的山林村落，到今尚未实践所谓静养的
预定。湖周，据县志说有四十五里八步；现已填塞了一些，大约估
计，仿佛只有三十里内外了。“三面皆壁立大山,三十六涧悉会于
湖。”居民清真朴实，男人没有都市的浮夸，小女也没有浪费的羞
涩。

春晖中学就在这湖北岸，朝湖，离湖九十余码。背后和左右，
逼近高山。整日有清风吹拂竹帘，卷了暑气去。只有正午一二小
时，略热。

校中建筑，尽是西式洋房，占地六十余亩。正中一座二十余
房，楼下是校长室、教务室、教员休息室、会议室、仪器室、标本室
及教室，楼上除了礼堂尽是教室。东边一座是阅报室、阅书室及
图书馆。图书馆北面的一座，五十余间，尽是学生的自修室及寝
室。自修室北面的一座，有浴室三间，理发室一间，盥洗室七间；
两端分设厕所共八间。自修室西面的一座为饭厅、厨房及厨房宿
舍。

我所寄寓的一座，在正中一座的后面，楼下是事务室、应接
室和贮藏室，楼上是职员室。

这座的后面，尚有一座，共十六间，现定为办附属小学之用。
此外尚有工人门房等室多间。

YY先生，你说暑中要和端慈先生到这里来写生，你们果真
来么？在上海的雁冰、泽民、馥泉先生们也说要来看看，在杭州的
艾萱先生、修白先生伊们，此次也曾说要来。我早和校长职员们
说过，他们都说很欢迎。你们能够一齐到此最妙，这里有人很希
望你们中间会有愿意游得远一点的，向城里游去，在城里讲演一
次。要在校中运动，也很适意。足球、网球、篮球、队球、手球、棒
球、铁饼、铁球、木枪、高栏、低栏，等等，都已齐备。肋木柱、秋千、
铁杠、浪木、平均台、木马、跳箱、助跃台，都已买到材料，正在设
置。健身房也正在计划中。

我大约月末回上海，如果月末来，那就可以一齐在驿亭乘
车，由宁波改搭“江天”（宁波人对于轮船的称呼）一同回上海
去。——狂飙勃起，时将稿纸夺去，——我们就在下次再谈罢。

七月六日下午四时，在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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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石桥旁，南江江畔，
一处毫不起眼的造船作坊
内，一位老手艺人迎着凛
冽的寒风，就着一身干劲，
埋头紧握电刨，娴熟地将
木板加工光滑。遍地可见
的木板材料，排列有序的
木制工具，这些疏远于现
代都市生活的技艺，都在
这里一一呈现。见我在门
外观望，这位沉浸在创作
中的老手艺人忽然反应过
来，在作坊里头憨厚地笑
着打招呼。他便是传承了
家族四代造船手艺的老造
船人陈兴富。

造船兴于水，在义乌，
潺潺南江水岸边，江东街
道前流村也因此成为远近
闻名的“造船村”。前流村
靠造船业载沉载浮，在数
百年的岁月更替中，陈兴
富家的造船技术代代传
承，到了陈兴富这一代，已
推陈出新，愈发精湛，陈兴
富也因此成了义乌唯一一
名职业造船人。

有水即有船，船的需求衍生出
一代代的造船人。“我家祖祖辈辈都
从事这一行，我从 17 岁就开始造
船，到现在已做了40多年。”回忆起
造船的初衷，陈兴富直言离不开祖
辈们的影响。前流村位于南江江畔，
过去渡江靠船，前流村许多人以造
船为生。陈兴富的太公就曾在兰溪
开设造船厂，他的祖辈和父辈也均
在义乌从事水运、修船、造浮桥等工
作，因为船的需求较大，陈家造船手
艺也就一直传承了下来。

能早一点学出一门手艺，就能
早一天为家里出力。从小耳濡目染，
陈兴富对造船的兴趣与日俱增。17
岁时，他便跟随父亲陈樟根前往金
华学做捞沙船。锯木、板料加工、船
体拼装、打钉、桐油石灰加工、捻缝
……陈兴富一心扑在造船上，一步
一步从头学起，也为他接下来的造
船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金华制造捞沙船，为金兰水
库制作渡船……陈兴富逐渐独当一
面。1990 年，他回到了义乌南江江
畔，以自己的手艺为生，做起了专职
游船、捕鱼船。从选木料、做木工，到
画图纸、做桐油石灰，造船的步骤有
几十步之多，陈兴富什么都自己做，
始终乐在其中。

陈兴富说，生意最好的时候要
数2000年前后，那时候，义乌的珍珠
养殖生意正兴旺，最忙的那年甚至
做了280只船。“那时候养珍珠的、养
鱼的人很多，有些老客因为生意好，
买了一次还要来买第二次第三次，
造船的高峰期，我真的来不及。”陈
兴富说。从青春年华到花甲岁月，陈
兴富始终将热情倾注于造船之上。

借水推船 回溯往昔

“造船请往里走”，前流村村口，
一块毫不起眼的路牌，为四面八方
慕名而来的客商指引着方向。一艘
船，经陈兴富之手，印上了陈兴富的
姓名和电话号码，这艘船便是艘好
船，这是日久经年，客户们的经验之
谈。相比他人的造船手艺，陈兴富造
的船轻巧好使，义乌本地江面上行
驶的很多船，如义乌江上水轮泵站
捞垃圾用的船、环卫所的捕捞船都
出自他手。

百尺竿头立不难，一勤天下无
难事。每每要造船，陈兴富都执着于
取材的好坏，这是关键。制造一只义
乌木船需精选优质木材，买回来后
放太阳下晾晒，边晒边观察，等木料
干湿适中时，就开始解木。所谓解
木，就是从木头中解出船身不同部
位用的方料和木板。一艘船要用几
十种不同的方料和木板，而绝大多
数是弧形的，这就很考验匠人的水
平。

造船时，龙骨立起后，就可以搭
骨架、建驾驶楼、打灰和安装机器
了。骨架搭起后，安装船身，这个过
程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工作量很大，

方料与方料之间要用梯形榫口连
接，板与板之间要凿孔，并用铁钉固
定。拼好后，翻过船身，船身的缝隙
用葛麻丝进行填塞，用桐油石灰混
合物分次封住。最后，用桐油涂满船
身，三遍涂完待干后船才能下水。

“这个过程看似轻松，但每一步
都是技术活啊，一环也不能疏忽。”
陈兴富说，一艘船承载着的是船员
的生命安全，哪怕一个步骤出错，都
可能有进水、翻船的风险，所以每一
步他都会反复做实、检查。从买木材
到加工厂锯板、取材，再到船的设
计、制造、塞缝、涂桐石灰、涂桐油，
整个过程，陈兴富都是一个人干，而
一艘小船售价在1000—4000元。

凭着自己过硬的手艺，陈兴富
的生意风生水起。翻开记账本，上面
记着历年来的加工业务量：1999
年，200艘；2000年，279艘；2001年，
160 艘……40 年来，陈兴富制作成
功的船多达4000余艘，这些船除供
应省内渔民、珍珠养殖户、公园和水
库管理员使用外，还远销安徽、江
西、福建、湖南等省市。他的好名声
也随着船远播他乡。

水涨船高 蒸蒸日上

陈兴富靠造船，走出了一
条幸福大道。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钢质渔船逐渐占据了渔业
市场，木质渔船渐渐退出历史
舞台。此外，如今作坊大多制造
小型木帆渔船和小型轮机木
船，村里人主要将其当成内河、
内港水产养殖、养鸭的水运工
具，相比而言，造船的经济收益
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至此，传
统木船的制造技艺传承成为陈
兴富的心头难题。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关
注造船手艺，陈兴富不甘平
凡，在潜心造船的同时，积极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每接到
一个订单，造一艘船，他一般
要花上 3 天的时间，为了满足
客户的不同需求，甚至经常熬
夜，也因此摸索出很多做船的
新经验。陈兴富说，这些都是
金钱买不来的。

一次，有个客户要订购观光用的船只，因
船身弧度太大，制作难度大，没有厂家愿意接
单。该客户慕名找到陈兴富，陈兴富看了设计
图后一口答应，最终，制造出的船身与设计图
上一模一样，他的技术得到了客户极大的肯
定。“做船也要与时俱进的，只要愿意去思考，
去挑战，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陈兴富说。

文化礼堂里摆放的船只、村口竖立着的
船身、酒店里供顾客吃饭的船桌、花坛里的装
饰品、凤鸟形状的游船……这些年，陈兴富接
到的订单花样各异，客户的需求也是五花八
门。只要接下订单，陈兴富就有信心能做出客
户满意的款式，甚至有的成品比客户预想的
还要好。

如今，陈兴富已59岁，两个女儿也都毕
业参加了工作，他不再以造船维持生计。近几
年，他每年只做四五十只船，追求的无非就是
新的挑战与传承。而在这过程中，船的样式、
功能与以前越来越不一样，造船的工具也在
革新。“之前造船技艺很原始，无论是凿洞、刨
木、斧劈都是纯手工制作。”陈兴富说，现在做
船比之前轻松了许多，有电刨机、切割机、电
钻机，还在船上装上发动机，这在之前是不可
想象的。

陈兴富这双手，造过最小的船长度有
1.10 米，最大的船只长度有 11 米。从小船到
大船，从青春到花甲，凭着对造船这门非遗手
艺的热爱，以及迫切想要改变现状、传承百年
技艺的愿望，陈兴富的步伐始终向前迈进，让
更多的船只摇曳在更广阔的江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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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难度较大的观光船只

凤船

花样各异的船身

大小型号不一的船身

陈兴富将木板加工光滑。

▢ 全媒体记者王佳丽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