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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初露，慈溪坎墩街道三四灶村的青石板路上，叮
叮当当的敲击声穿透薄雾，如同一曲古老的歌谣，唤醒沉
睡的村庄。“这声音我听了一辈子，也敲了一辈子。”86岁的
老石匠胡长根坐在小竹椅上，布满老茧的手握着榔头，一下又
一下敲打着凿子，眼神里满是温柔与坚定，“石头也是有灵性的，
得用心琢磨。”从 15岁跟着父亲开始做石匠到现在，近70载光阴流
转，他用手中的凿子与榔头，在坚硬的石材上镌刻着岁月的故事。

夫妻合力推回井盖
过路司机默默守护
暴雨下的这一幕，真暖！

“大雨天窨井盖被冲出十几米远，路
过的夫妻冒着大雨盖回了井盖。一把伞
挡不住两个人，那一刹那，眼眶有点湿
……”近日，宁海县西店镇一对夫妻冒着
大雨盖井盖的视频在网上被广泛传播，说
起这件事，拍摄者姜先生依然感动着。

“6月10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我刚好
经过那里，因为暴雨，水把窨井盖给顶翻
了，推出去十几米。我当时本来想下车给
盖回去，但那条路双向只有一个单车道，
我开着大车容易把马路堵起来。我就想
打110请警察来处理。差不多半小时吧，
我接到养护人的电话，说没有找到这个窨
井盖，我刚好忙完事情，就说回去看一下，
正好看到那对夫妻把远处的窨井盖往回
挪。我就停下车，帮他们挡一下往来的车
……”姜先生说，当时看到这对夫妻在雨
中的身影很感动，所以拍下了那段视频，
却没想到引起了大家的赞叹。在纷纷点
赞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出了这对夫
妻，记者也联系到了视频中的当事人。

视频中的男主人公叫孙东方，今年
36岁，河南人，和妻子潘荣喜来宁海工作
已有六七年了。说起雨中搬井盖的事情，
他直言那只是件小事。

“我记得是当天下午三点多，我和老
婆下班正好经过，看到窨井盖被冲开了，
水流漫过井口，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发生
危险。”孙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已经过了
窨井盖的位置，但两人想着不对，又马上
回头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合力把被冲到
二十米外的窨井盖推了回来。

“挺沉的，我一个人推不动，我老婆一
起帮忙才推回原位盖上。”孙先生说，其实
前两天，这里的窨井盖就已经被冲开过，
也是他和妻子搬回原位的，这次也是因为
觉得雨太大，路过时专门留意了一下，所
以及时将井盖搬回了原位。

对于拍摄视频的姜先生，孙先生说也
很想谢谢他：“他当时也想下来的，后来看
我们在挪了，就把车停在离我们几米远的
地方，帮我们拦着过往的车，其实也就几
分钟，我们挪好就走了。”孙先生说，没想
到视频在网上传播引起了那么多网友的
点赞，对他而言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件普通
小事，“看到路中间有大石头什么的也会
去搬开，与人方便嘛，这里也是我生活的
城市！”

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陈翔程

姜先生拍下这对夫妻搬井盖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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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能动，就会一直敲下去”
慈溪八旬老石匠盼年轻人把手艺传下去

胡长根年轻时技艺超群，石
匠活计无所不能。砌河岸石坎、
造石桥，他信手拈来；凿石槛、雕
磉墩、制捣臼，他游刃有余。最让
人惊叹的是，他曾在毫无经验借
鉴的情况下，成功砌筑石材土窑，
这份胆识与技艺，赢得众人称
赞。“那时候年轻气盛，就想着没
有做不成的活。”胡长根笑着说，
眼中闪烁着光芒，“现在老了，体
力跟不上，但这手艺可不能丢。”
如今，虽然石碑、石槽的需求大不
如前，但在老房子翻新时，仍有人
执着地在墙角砌上一块石碑，让
这份延续百年的老传统，在新时
代的砖瓦间生根。

老人的儿子成为工程师，继

续在造桥、修路等工程领域耕
耘，将石匠的技艺以另一种形式
传承。可每当看到冷清的石匠
铺、鲜少有人问津的石制器具，
老人眼中总泛起忧虑。“‘泰山石
敢当’以前是家家户户的守护
神，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是
干啥用的了。”原来，古时有很多
禁忌和崇拜，“‘泰山石敢当’就
是其中之一。把石碑立于桥道
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在民间
甚为流行。2006年6月，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胡长根叹了口气，一边介
绍一边语气中满是惋惜，“石匠
这门手艺，正站在失传的边缘，
年轻人不愿意学，嫌苦嫌累又赚

不了大钱。”他深知，传承之路布
满荆棘，但从未放弃希望，“我儿
子也算接过了一部分担子，可我
还是盼着，能有更多年轻人对这
门手艺感兴趣，把它好好传下
去。”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老人的
石匠铺里，映照出他佝偻却坚毅
的背影。胡长根仍在敲打着石
头，仿佛在与时光赛跑。“只要我
还能动，就会一直敲下去。”他的
声音坚定而有力，这传承千年的
石匠技艺，不能被岁月遗忘，得像
璀璨星辰，永远闪耀在传统文化
的星河中。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吕怡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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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这门手艺，正站在失传的边缘”

往昔，石匠堪称手艺人中的
“顶梁柱”。农村的每一处角落，都
留有石匠的匠心印记。蜿蜒的石
板路，承载着无数行人的脚步；厚
重的石门槛，守护着一户户人家的
安宁；古朴的石水缸，盛满了生活
的烟火气；坚实的石磉墩，支撑起
房屋的脊梁。“新房上梁时，石匠
端坐主客首位，那可是鲁班祖师
爷定下的规矩。”回忆起往事，胡
长根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那时
候，大家敬重石匠，是因为这手艺
实实在改善着生活。”然而，时代的

车轮滚滚向前，钢筋混凝土构筑的
现代建筑崛起，石匠这门古老的行
当，如同蒙尘的明珠，渐渐黯淡。
在慈溪，坚守者寥寥无几。

胡长根老人却如同一座屹立
不倒的丰碑，固守着石匠的阵
地。车祸的伤痛让他腿脚不便，
难以蹲下；白内障模糊了他的双
眼，却从未动摇他的信念。“有人
问我，都这把年纪了，为啥还坚
持？”胡长根停下手中的活，望向
堆满石料的院子，“现在做石匠的
越来越少，很多老物件，人家在别

处买不到，还是会跑到我这里
来。我就想着，能做一点是一点，
就当给老手艺留个念想。”在他的
巧手下，冰冷的石头褪去生硬的
棱角，化作精致的捣臼、实用的石
槽、庄重的碑牌。为了方便使用
者搬运，他还会在器具上精心打
造把手，那些细微之处的巧思，是
他对石头的温柔，也是对传统匠
心的坚守。这份执着，吸引着慈
溪、余姚等地的人们慕名而来，在
工业化生产的浪潮中，追寻这份
难得的手工温度。

往昔堪称手艺人中的“顶梁柱”，如今坚守者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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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石匠展示工具老石匠展示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