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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椟 还 珠 ” 的 故 事 广 为 人
知，其中的“椟”便是囊匣，俗称
锦盒，是“量体裁衣”为文物制作
的外包装容器，用于存放、运输文
物。在成语故事中，“买椟还珠”
的行为被视为取舍不当，但在“囊
匣 师 ” 顾 坚 的 眼 中 ，“ 椟 ” 与

“珠”同等重要。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余姚灯具

市场二楼的“光明草堂”，采访了
顾坚。勾画轮廓、裁切板料、榫卯
拼装、裱糊布料⋯⋯工作室各成员
紧密协作，正在赶制玉成窑非遗馆
定制的一批囊匣。

我国囊匣制作已有近 2000 年
历史，在各大博物馆里，几乎每件
文物都有专属囊匣。

“囊匣是文物的‘金钟罩’。”
说罢，顾坚拿起一只装有瓷碗的囊

匣，打开盖子并倒置于空中，瓷碗
却没有掉出来。

“囊匣既要牢牢固定住文物，
又要留有空间，防止文物在运输中
因为偏移造成挤压。”顾坚说。在
这“一紧一松”之间，藏着顾坚
26 年的“功力”。

顾坚成为“囊匣师”纯属偶
然。年轻时，他对古玩情有独钟，
且心灵手巧，常为自己的心爱之物
制作储存盒子。“久而久之，古玩
圈的朋友得知我有这项技能，常常
来找我定制盒子。”于是，顾坚有
了从事囊匣制作这一行的念头。

“囊匣不只是‘保护壳’，还是
文物的‘名片’。它要结合文物的
形状与各类纹饰，做到‘椟’与

‘珠’相得益彰。”顾坚说。
为此，顾坚不断学习文物的历

史背景，思考文物在彼时和当下的
意义。他遍访各地博物馆及收藏
家，观摩文物囊匣的精妙设计。经
过多年的潜心钻研，他不仅掌握了
囊匣的古法制作工艺，还尝试在色

彩、材料运用上进行创新。
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到

如今独当一面的“囊匣师”，顾坚
将爱好发展成了事业，先后为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余姚博物馆、北
仑博物馆等单位制作过囊匣。去
年，“河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年考古
成果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行，运输 324 件 （组） 文物所用的
囊匣全部出自顾坚之手。

一 边 为 博 物 馆 设 计 文 物 囊
匣，一边为古玩爱好者提供定制
产品，顾坚原以为事业将一直稳
步 持 续 下 去 ， 却 未 曾 想 “冲击”
随即到来。

随着机械化设备的普及，规格
统一的快消式囊匣批量生产，人们
将其买走，用于存放珠宝、印章等
物品。坚守定制化、纯手工制作的
顾坚，发现自己渐渐被“围困”。

“制作 500 个囊匣，工作室需
要花费数月时间，而一台机器仅需
一天就能制作完成。”面对市场的
变化，顾坚感受到了压力，但他没

有放弃。
在“光明草堂”二楼，架有一

根拍摄杆。闲暇时，顾坚会来到这
里，架好手机，开始录制解说视
频。“机器制作和手工制作的囊匣
在工艺结构上有区别，如果仅是
用来存放物品，两者或许差别不
大，但用于文物保护的囊匣，依
然 需 要 传 统 的 手 工 技 艺 来 制 作 ，
以适应不同尺寸、材质、形态的
文物⋯⋯”

“依托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之
后，不少家中藏有古玩的客商特地
赶来余姚与我见面。我们一同讨论
制作囊匣的细节，交流什么样的纹
饰 能 够 更 有 效 地 展 现 古 玩 的 特
点。”顾坚说，“‘古法制作’既彰
显囊匣的文化价值，也让‘囊匣
师’这一职业被更多人认可。”

囊匣之于文物，既是保护，也
是文物艺术性的二次展现，而制作
囊匣之于顾坚，既是谋生手段，也
是人生意义的彰显。在坚守之中，
顾坚在这项技艺上越钻越深⋯⋯

他为文物古玩打造“金钟罩”
凡人星事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本报讯（记者孙肖） 这段时
间 的 宁 波 天 气 展 现 出 其 “ 任
性 ” 的 一 面 。 据 市 气 象 台 消
息，本周宁波的天气将经历从
晴朗到阴雨再到风雨交加的过
程 ， 气 温 也 将 出 现 大 幅 波 动 ，
起伏超过 10℃。

市气象台昨 日 发 布 的 气 候
监 测 信 息 显 示 ， 自 今 年 1 月 以
来，全市平均降水量达 1768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0.4%；平
均气温 19.6℃，较常年同期偏高
1.2℃，并打破了 2021 年创下的
历 史 同 期 最 高 纪 录 （19.4℃）。
而刚刚过去的 11 月，全市平均
降水量更是高达 275.4 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多 240.8 毫米，刷新
了 2015 年保持的历史同期最多
纪录 （249.5 毫米）；平均气温达
到 15.7℃ ，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高
1.6℃。

今天宁波的天气以晴为主，气
温适宜，但日温差较大。从明日开
始，随着云系增多，天气将逐渐转
为多云到阴，气温也会略有下降。
12 月 4 日至 7 日，受冷暖气流交汇
的影响，宁波将迎来连续阴雨天
气，气温起伏较大。其中，最低气
温先维持在 10℃～11℃ （12 月 4 日
至 7 日），再跌至 5℃以下 （12 月 8
日起）。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2 月 8 日
当天，受冷空气影响，宁波将迎来
大风和降温天气，最高气温将降至
7℃左右，最低气温可能跌至冰点
以下。

市气象台提醒广大市民，本周
宁波天气多变，气温起伏大，需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以防感冒。同时，在阴雨天气期
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
请注意交通安全。

本周宁波气温“任性”多变

气象

记者 吴向正 通讯员 徐露

前日，装着 5000 多件冬衣
的两辆大卡车，从宁波出发，驶
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
县 ， 将 宁 波 的 “ 爱 心 ” 送 给
2300 多公里外的彝族同胞。这
批冬衣是由宁波市苍南商会会员
和社区爱心人士等捐赠的。

喜德县地处大凉山，海拔
高、冬季漫长，天气非常寒冷。
宁波市苍南商会一直以来致力于
公益事业。为了让大凉山的困难
群众温暖过冬，近日，宁波市苍
南商会联合鄞州区乐跑社区公益
服务团，开展了“爱传凉山，暖
冬行动”捐赠冬衣活动。

宁波市苍南商会发动会员捐
赠闲置的棉衣、羽绒服、毛衣等
保暖衣物。同时，商会联系厂家
定制一批全新棉服。短短 3 天，

活动就募集了 5000 多件冬衣，价
值 8.5 万余元。

商会理事周秀蓉说：“我们全
家总动员，爷爷奶奶连夜在家里整
理衣物，隔壁邻居看到我们在整理
衣物后也加入这个活动。我们整理
出了 230 多件衣服。”

当天商会志愿者和鄞州区乐跑
社区公益服务团对捐赠的衣物进行
精心整理、分类和打包，确保每一
件衣物干净、整洁、无破损。这些
衣物承载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将为
大凉山的彝族同胞送去温暖和关
爱。

“此次捐赠冬衣活动既展现了
宁波市苍南商会企业家的责任与担
当，也体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
无私奉献精神。”宁波市苍南商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捐赠的衣物
将由喜德县武装部接收，然后分发
给当地有需要的群众。

为凉山彝族同胞送去温暖和关爱
这个商会3天募集5000多件冬衣

记 者 王 博
鄞州区委报道组 徐庭娴
通讯员 周斯佳

山清水秀、一湖沉
碧，人文荟萃、名家辈
出。

上月底，在东钱湖，
参加城市网盟携手 20
年“迎接新变革”发展大
会暨百城网媒宁波行的
嘉宾，对这里的乡村旅
游模式赞不绝口，纷纷
表示，此行让人忘却了
生活的压力和烦恼，感
受到了满满的松弛感。

近年来，鄞州区深
化“千万工程”建设，聚
焦城乡提升工程、和美
乡村打造、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等行动，已打造浙江
省未来乡村9个，宁波市
艺术赋能村21个。

2024 环 浙 步 道 （宁 波 鄞
州） 系 列 健 步 行 暨 “ 漫 步 胜
地”鄞州精品线 （横溪站） 打
卡活动。

（许天长 郑拓 摄）

俯瞰建设村俯瞰建设村。。（（徐诚徐诚 摄摄））

本报讯 （记者沈莉 通 讯 员
孙自昌） 昨日上午，甬凉号乡村
振兴班列 （盐源苹果专列） 在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南站发
车。

这列满载盐源苹果的列车将在
发车 50 个小时后到达宁波北站，
随后经后端物流公司配送到苏浙沪
地区各大水果批发市场、大型商
超、水果连锁店等，让消费者第一
时间感受来自大凉山的“甜蜜”问
候。甬凉号乡村振兴班列 （盐源苹
果专列） 旨在打通凉山州大宗农特
产品铁路运输渠道，让更多凉山州
优质农特产品出山达海。

据了解，凉山已建成现代农
（林） 产业园区 242 个，还是全国
优质烤烟综合标准化示范州和最大
的马铃薯、苦荞麦生产基地，全国
重要的优质高原水果、南菜北调蔬
菜基地。

来自大凉山的“甜蜜”问候

盐源苹果专列奔“甬”而来
图为甬凉号乡村振兴图为甬凉号乡村振兴

班列班列 （（盐源苹果专列盐源苹果专列）。）。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因“村”制宜
解锁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一村一特”
走出乡村振兴新路

当天上午，嘉宾们首先来到
了建设村。大家沿着陶麓街一路
行 走 ， 在 林 立 的 商 铺 间 走 走 逛
逛，领略“无陶不成市”的魅力。

在一处古宅前，几位嘉宾停
下了脚步。他们围着一名正在制作
古法熏青鱼的村民好奇询问。“这
是你们的特色吗？”“您卖这个，一
个月能赚多少？”⋯⋯在得知建设
村已有 30 多名村民不用出村，依
靠土特产、老手艺实现“在家创
收”后，嘉宾们纷纷点赞。

随 后 ， 嘉 宾 们 来 到 韩 岭 老
街。大家一边听着韩岭古村旧貌
换新颜的故事，一边发表各自的
感想。“这条老街，太美了！古
树 、 古 桥 、 古 宅 ， 无 需 刻 意 寻
找，处处皆景。”“老街和古村巧
妙融合，天成之作！”⋯⋯

“东钱湖的乡村建设太棒了！
我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每个
村都有自己的特色，都将自然、
历史与现代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在深圳新闻网总编辑胡文看来，
东钱湖把古村保护、文化挖掘和
现代管理巧妙结合在一起，既提
升了乡村颜值，又带动了村民共
富发展。

东钱湖是浙江省最大的天然
淡水湖，素有“西子风韵、太湖
气魄”的美誉。近年来，东钱湖
大力挖掘培育宋韵文化，在做好

生 态 涵 养 和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同
时，打造了一批特色乡村，并成
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城杨村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
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迹，通
过艺术赋能乡村的模式，建起了
一批景观堰坝、生态农场和休闲
公园，吸引“粉丝”无数；

韩岭村秉持“把农村建设得
更像农村”的理念，民居傍溪而
建，白墙灰瓦，古朴风雅，溪水
潺潺，杨柳依依，成为宁波市民
近郊游的好去处；

洋山村山清水秀，被称为齐
集秘境、树境、花境、竹境、茶
境和禅境的“六境之地”，已打造
了一批“网红”农场、民宿、美
术馆⋯⋯

“我们镇下辖 22 个村，这些
年 ， 各 村以 乡 村 旅 游 为 发 展 主
线，积极打造‘一村一特’‘一村
一品’，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
路 。” 东 钱 湖 镇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生态筑基文化铸魂
诗画田园“近悦远来”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
橘绿时。11 月 23 日上午，2024 环
浙步道 （宁波鄞州） 系列健步行
暨“漫步胜地”鄞州精品线 （横
溪站） 打卡活动拉开帷幕，吸引
了 350 名健身爱好者前来参赛。

大 家 沿 双 泽 亭 、 松 石 岭 古
道、白云岗、碧水亭一路行进，
穿梭于层峦叠嶂之中，眼前是秋

叶耀眼的金黄，耳畔是秋风呢喃
的低语⋯⋯

“既能爬山，又能赏景，沿途乡
村风景如画，让人心旷神怡！”参加
此次活动的市民刘亮兴奋地说。

乡村旅游的发展，生态是基
础，文化是灵魂。这些年，鄞州
区 不 仅 打 造 了 建 设 、 韩 岭 、 城
杨、洋山、俞塘、利民、三塘、
云龙、吴徐、仁久等以自然风光
为“卖点”的“网红”村，还挖
掘培育了上周、童夏家、芦浦、
走马塘等一批历史文化名村。

因一树梨花火遍宁波的利民
村 ， 常 有 人 慕 名 而 来 ， 捧 一 杯

“村咖”，偷得浮生半日闲；巧用
农田元素打造景观菜园和五彩田
园 ， 三 塘 村 多 次 举 办 花 田 音 乐
会、花田旗袍秀、花田厨艺秀等
活动，成为市民“微度假”的热
门 选 择 ； 云 龙 村 以 七 彩 花 海 出
道 ， 让 市 民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邂 逅

“诗和远方”；地处梅岭山区的吴
徐村，远离城市喧嚣，因其茂密
的竹林、清澈的溪流和古树名木
而远近闻名；仁久村位于后塘河
北岸，村内有碧环、仁久、德润
等许多古桥，被称为“宁波水上
威尼斯”⋯⋯

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童夏
家村，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被
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村内现有多处历史遗存供市民怀
古访幽；上周村四面青山环绕，
一条梅溪穿村而过，村内的周氏
宗祠为明万历年间所建，是鄞州

区现存唯一的明代宗祠⋯⋯
前不久，千年古村走马塘村

举行了一场研学活动。活动中，
几十组亲子家庭共同体验古树祈
福、殿试、捷报等项目。“除了研
学，眼下村里还在打造进士文化
馆，与进士亭、千年古树、荷花
池等交相辉映，全面展示进士文
化 。”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汪 红 蕾 说 。

全域“一盘棋”
让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们的乡村旅游
发展火热，通过‘旅游+’‘一村
一特’‘一村一品’等模式，盘活
乡村旅游资源，激活发展动能，
不仅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还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鄞州区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 推 动 乡 村 旅 游 的 过 程 中 ，
鄞州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下一
步发展，鄞州还有哪些需要注意
的地方？记者采访了参加百城网
媒宁波行活动的嘉宾及部分业内
专家。

第 十 三 届 长 江 韬 奋 奖 获 奖
者，烟台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
胶东在线网站原总编辑邓兆安已
经来过宁波 5 次。此次参加百城网
媒宁波行活动，邓兆安专门考察
了鄞州区的乡村。在他看来，鄞
州 十 分 注 重 乡 村 旅 游 的 整 体 布
局，既保留了历史风貌，又与山
水相融，山、湖、院三者相得益

彰。换言之，推动乡村旅游可持
续发展，关键要全域“一盘棋”，
引导各村围绕文化、历史、风光
等“百花齐放”，既能“单打独
斗”，又可“握指成拳”。

如何做好乡村旅游的全域规
划？《江南游报》 资深文旅记者陈
冲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要全域规
划提升游客体验，通过加强乡村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
住宿、餐饮等条件，尽可能提升
游客的舒适度和满意度；二是要
加 强 对 乡 村 旅 游 从 业 人 员 的 培
训 ， 提 高 其 服 务 意 识 和 专 业 技
能，让游客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

下一步，如何推动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让乡村旅游持续焕
发活力？

市发改委原二级巡视员、经
济 学 博 士 方 建 新 提 出 了 三 点 建
议：首先，乡村发展要摸清村庄
自身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因

“村”制宜搞发展。其次，分析好
现在和未来的市场需求，用自身
资源优势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产
品。再次，不要盲目复制其他地
方的经验，不同的条件、不同的
时机，很难一概而论，因此要走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前推进乡村旅游，要把握
好‘一个前提’‘两个原则’。‘一个前
提’是指生态环保，乡村发展不能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条件，即使是文旅
项目，也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两个
原则’是指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适应市场需求趋势。”方建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