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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滩涂上，有一种被当
地人叫做“红钳蟹”的小螃蟹，得
名于其雄性的一只螯特别大而且
颜色鲜艳，通常是红色的，学名又
叫“招潮蟹”。当潮水退去时，“招
潮蟹”会离开它们的洞穴来到海
滩上觅食或进行其他活动。而当
潮水上涨时，它们则会返回洞穴
中。因此，人们观察到招潮蟹似
乎是在“招唤”潮水的到来。

长期以来，“招潮蟹”都是沿
海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食。因
为其动作迅速、反应机敏，抓小
蟹效率最高的是一种叫做“荡
蟹”的特殊手法——用特制的八

爪蟹钩在空中荡出去，落在3米
外的红钳蟹前面，手腕一抖，钩
子收回的同时，就把“红钳蟹”也
钩了回来。

《超级农人秀》专题节目用整
整25分钟的时长，对飞钩“荡蟹”
技术做了全方位的拍摄。

“荡蟹”实则是钩蟹，因蟹钩
在悬空中荡来荡去钩蟹，故而得
名。“荡蟹”的蟹钩是用铁打成的
八极钩，中间柄长12厘米左右，
钩长6厘米左右，重约半斤，如一
顶微微张开的小雨伞。整副“荡
蟹”工具由一根一米左右长、笔杆
粗细的竹竿，粗棉纱线和一个蟹

钩组成。
朱英健是“荡红钳蟹”技艺传

承人，他自小随父辈学习“荡蟹”，
8岁起便在滩涂上与“红钳蟹”打
交道，一步步成长为熟练掌握这
门技艺的人。说起来，其使用的
八极蟹钩自父辈沿用下来，已经
有70多年历史。

“‘荡蟹’要看气候和潮汐，每
年六七月梅雨季退潮的时候，是

‘荡蟹’的最好时机，泥土里的红
钳蟹纷纷从洞里爬出觅食，有时
一个潮时便可钩来四十多斤蟹。”
与朱英健一样擅长“荡蟹”的朱根
华师傅说。

“我们从早上8点画到晚上11点，过
程很辛苦，但很值得。”这两天，在鄞州区
咸祥镇，来自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鸿鹄学
社暑期社会实践团，用手中的画笔，给乡
村留下了一份独具匠心的礼物——百米
墙绘。

他们结合鄞州区“艺”启研“习”项目，
共绘制了“夏日welcome”“我爱咸祥”“海
边日落”三大主题墙绘，让蓝湾小镇又一
次出圈了。

为了这次墙绘创作，早在半个多月前
实践团成员们就开始了精心准备，前前后
后跑了很多趟。

咸祥航空飞行营地是长三角地区首
个专业用于航模赛事培训的基地，也是浙
江省十佳户外露营地。新湾沙滩则是一
个小众的赶海胜地，每年都有不少游客赶
来抓螃蟹。穿过车道，沿着石子路走上一
百米，有一堵百米长墙。实践团成员发
现，高墙后面就是海边危险区域，那里风
急浪高、水深莫测。然而营地游客众多，
常常有游客不顾危险翻墙垂钓。了解情
况后，实践团成员立刻进行实地测量和设
计构思，在高墙上绘制了警戒线和飞行员
形象。这一设计既契合了咸祥航空飞行
营地的航空特色，又能醒目地警示游客切
勿翻越高墙。

而墙绘中的“夏日welcome”“我爱咸
祥”“海边日落”三大板块，则是贴合咸祥
的旅游要素创作而成。当天，34名成员在
白墙前，拿着画笔、调色板和颜料桶，一画
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分工合作，有人专
注地描绘轮廓，有人精心涂鸦日落，还有
人认真书写艺术字。

“这是我们第一次34人集体开展面积
如此巨大的墙绘创作。其间状况频频，但
团队成员见招拆招，最终顺利完成了这幅
百米墙绘，虽说非常不容易，但是大家非
常自豪。”实践团负责人朱佳怡说，墙最高
处有三四米，大家就坐在脚手架上作画，
一幅画往往需要多人协作完成。

天黑了，但墙绘尚未完工，同学们只
能借着手机的微弱光源来照明。为了保
持作画手感，同学们轮流上阵，甚至都顾
不上吃晚饭，一直忙到晚上11点。“要是我
们能提前考虑到时间和灯光问题，这幅作
品或许能更加完美。”实践团成员倪航对
作品还略带遗憾。

白天，这群大学生在烈日炙烤下挥汗
如雨，不少同学都被晒伤；夜晚，他们忍受
着蚊虫叮咬，打着手电筒继续奋战。就这
样，经过整整15个小时的努力，原本单调
乏味的墙面逐渐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一
幅幅生动的画作跃然墙上，让蓝湾小镇多
了另一种色彩。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吴眉育
通讯员 朱依 文/摄

“很荣幸再次登上央视，让我有机会在全
国观众面前推广‘荡蟹’技艺，使得这项非遗
技法能连绵不绝传承下去。”8月4日晚，再次

亮相央视《超级农人秀》专题节目，鄞州区咸祥
镇咸六村村民朱英健想的依旧是如何更好地把

“荡蟹”传承下去。
作为“荡红钳蟹”技艺传承人，现年62岁的朱英健，

自小随父辈学习“荡蟹”。从2019年到2024年，5年间，宁
波这位“手艺人”4次登上央视，让“荡蟹”这门技艺被更多的
人“看见”。

15小时绘制百米墙绘
这群大学生
给乡村留下一份“匠心”

同学们正在作画。

“荡蟹”是门技术活，目前熟
练掌握这一技巧的不超过5人，
且大多为70岁以上的老人，“新
鲜血液”严重不足，这门技艺濒临
失传。

为了“后继有人”，朱英健在
全市首个村级非遗馆——咸六村
非遗馆设立“荡蟹”技艺展示区，
定期进行表演传授，让村民与游
客近距离体验这门技艺，同时积
极参与各类媒体传播活动。5年
来，凭借自己独特的技法和坚持
不懈的努力，4次登上央视，他用
镜头展示“荡蟹”技艺，提升大众
认知度。

每一次登上央视，朱英健都
记得清清楚楚。2019年，朱英健
首次亮相央视10套科教频道的
《味道》栏目，向全国观众展示了
“荡蟹”这项技艺的独特魅力以及
红钳蟹酱的做法。

2022年，朱英健携这项技艺
远赴北京的央视演播大厅，参加央
视3套综艺频道的《欢乐城市派》
栏目，跟随咸祥民间音乐社的《快
乐抲鱼人》节目一同表演，让更多
人了解到这项技艺不仅仅是一种
捕蟹方式，更是一种艺术表达。

今年6月，朱英健登上央视2
套财经频道的《生财有道》节目。

节目通过深入报道咸祥镇的非遗
技艺和乡土传承，让“荡蟹”及其
背后的经济价值展现在观众面
前。

今年8月，朱英健再次亮相
了央视农业频道的《超级农人秀》
节目。该节目用25分钟的时长，
全面展示了“荡蟹”技艺的技术特
点和文化内涵。

朱英健透露，除了上述4次
登上央视，还有一部央视纪录片
近期将拍摄完成，预计在年底播
出。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许舒畅
通讯员 顾一伟 文/摄

这位手艺人8岁开始“荡蟹”

目前熟练掌握这一技巧的不超过5人

这位非遗传承人这位非遗传承人
让让““荡蟹荡蟹””火出圈火出圈

5年4上央视！

“荡”到“红钳蟹”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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