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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市柳市 一座富而美的

走在柳市车水马龙的大桥路上，
一间不起眼的小店点缀在街旁，这便
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虞金顺的工作
室，他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且被誉为“浙江三雕”的
黄杨木雕的传承人。

虞大师正坐在工作室里全神贯
注地修细刻纹。一勾一提、一收一
顿，不一会儿功夫，一张笑容可掬的
老人表情跃然而出。

走进虞大师由自家卧室改装而
来的展厅，简朴而不失淡雅，几十尊
雕像整齐一字排开，布局疏密有致。
一座题为《回家》的作品，栩栩如生展
现了夫妻双双把家回的温馨场景。
丈夫“若啸呼状”，仿佛是在那里呼唤
清风，妻子“视端容寂”，显得悠闲自
在，神态各异的表情，充满着动感和
活力。

“每一件作品里面都蕴含了独特
的人文风情和故事。仅这 10 件作品，
我就花了2年多时间，大概还需要2年
多的时间才能将其余部分完工，我最
大的心愿就是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培养好下一代，让黄杨木雕这中国文
化瑰宝能得到传承。”虞大师殷切地
说。纯朴的笑容，对艺术执着追求的
激情，感染了慕名而来的拜访者。

在中国，虞大师是黄杨木雕文化
产业中一颗璀璨的星星，而柳市，则
历 来 为 民 间 工 艺 美 术 集 中 荟 萃 之
地。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明、清初开始影响逐渐深远，历经几
百年薪火相传的艺术实践，各类工艺
源远流长，技艺精湛，能工巧匠辈出，
现已初步形成“一村一品、一品多种”
的格局。

走出虞大师家，兜兜转转来到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象阳，走进后横
村，一条新开辟的艺雕小街赫然映入
眼帘。一间间精美别致的商铺整齐
地沿街而卧，来自各处的工艺美术大

师与工艺美术企业集聚这里，展示着
各自的雕工和审美价值观。

“我们将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
形成工艺美术产品生产、精品展示、
旅游纪念品销售为一体的文化产业
平台，将正在筹备的象阳艺雕小镇打
造成为浙南地区重要的工艺美术产
业集聚中心、工艺美术创意研发中
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等。”该
村党支部书记郑岁生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在黄杨木雕文化产业链
中，乐清市金顺黄杨木雕研究所、温
州华龙雕刻有限公司和温州市龙山
工艺品公司等很好地将文化转化为
生产力。

黄杨木雕的雕工精细，细纹刻纸
的技艺同样使人惊叹。来到中国民间
细纹刻纸文化大师陈余华家里，一幅
幅精美的作品齐刷刷并排挂在墙壁
上。憨厚的笑容展示着一代艺术大师
的从容，陈大师正在桌案上雕刻作品

《11 月吃汤圆》，画面中两位笑容可掬
的妇人正兴高采烈地制作着汤圆。

在陈大师的展示墙上，每幅作品
都讲述着动人的故事，形象挺拔有力，
图案细如发丝，工而不腻，纤而不繁。

“这样一幅作品，若从早到晚一直雕
刻，大概需要花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
成。”陈大师一边雕刻，一边告诉笔者。

柳市，一个集聚工艺大师的城
镇，拥有得天独厚的传统工艺美术条
件。上池头村的画帘刺绣、汤岙余村
的锻布修片、下渎朱村的首饰龙、高
后村的景泰蓝金丝釉画等，风格独
特、各具绝妙，其中，首饰龙于 2008 年
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此外，龙档于 2008 年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个个富有特色的工艺专业村、
文化特色村争奇斗艳，工艺美术从业
者们代代相传、邻里互授，形成浓厚
的民间艺术氛围和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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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柳市镇

文 包小娇 周奇致

文化的光影，从先富起来
的企业家身上折射出来，又从
企业蔓延到社会，新老居民共
建共享。文化，就是可以这样

“润物细无声”。
谈起本土文化，柳市人无

一不会想到一个品牌“柳川”，
而笔者与“柳川”的相知，则要
从第一次触碰柳川书画院说
起。

那 是 2009 年 11 月 ，该 院
120 多幅书画作品在温州市展
览馆展出，参展作品或苍劲淋
漓、或灵动生机⋯⋯院友们以
自己独特的笔触和艺术风格，
赢得众多市民慕名前来，参观
者络绎不绝。书院的发起者
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自企业家
和书画爱好者们。

早在 2004 年，该院秘书长
包秀杰斥资 78 万元在上步母
村建造书画创作室——雨石山

居，成了会员们的固定“落脚
点”，书画院每期的“柳川雅集”
就在这里举行。这文人所谓的

“ 雅 集 ”，即 为 会 员 间 的 交 流
会。每逢此时，这里宾朋满座，
企业家和文人墨客不约而同地
拿着作品、论文加入讨论的行
列。

时隔 5 年，当笔者再次来
到柳川书画院，显然已不再陌
生。“柳川书画院自成立至现
在，会员们一直在简陋的条件
下苦中作乐，作品层出不穷，快
乐地坚持了这么多年。”既是企
业家、又是柳川书画院院长的
胡万良，幸福地回忆着书画院
一路走来的每个足迹。

循着声声悦耳的小提琴
声，笔者来到柳市音乐舞蹈家
协会会长郑建强的办公室，除
了专注于办企业，酷爱音乐的
他，一有闲暇时间便会拿起心

爱的小提琴，小奏一曲。
在这里，我们感受着柳市

文化的涟漪正一圈圈荡漾和扩
散，众多企业家纷纷加入到各
种充满着文化气息的队伍中
来，“柳川”已成为人们心目中
响当当的本土品牌。据了解，
除了书画院，还有柳川诗社、柳
市音乐舞蹈家协会等9个社团。

每年的另一个重头戏“柳
川杯”歌手大奖赛在柳市更是
家喻户晓，每次大赛均由企业
赞助演出，已连续举办 19 届，
年年热闹非凡，它用丰富的韵
律演绎了多彩的生活。

文化的涟漪，就从这些时
尚的企业家开始，层层向外蔓
延，渗透到企业中，感染了所有
的新柳市人。一年一届的“中国
文化电器节”，更是一场响彻全
国的文化经济大餐，在中国经济
的版图上，柳市与电气结缘，因

电气闻名，电气因文化而昌盛。
笔者来到全国文明单位正

泰集团，正值公司创业 30 周年
之际。一张张喜悦的笑容迎面
而来，正泰既是他们的工作场
所，也是他们温馨的家。

“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老婆也
在这里工作，公司还给我安排
了房子，让我们就像生活在自
己家乡那样温暖。”车间员工赵
小平激动地说。

在这座“电器城”里，企业
家个人对于文化艺术的热爱，
渐次转化为塑造企业文化的热
情和动力。

据介绍，除正泰外，柳市还
有德力西集团、天正集团、温州
金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等3家
企业荣获省级文明单位。全镇
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36家，
它们成了柳市另一个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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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走进柳市镇长虹文
化礼堂，时常传出笑声，电视前
6排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老人们
显得怡然自得。

“我每周都有三四天来这
里。”65 岁老人郑晓丰告诉笔
者，自己年纪大，出不了远门，
这里有家乡的历史文化，有喜
欢的鼓词之音，又有让人兴奋
的文化活动，家门口既可赏景
娱乐，又有志同道合的乡亲好
友作伴，晚年生活还有什么可
以相求的。

在柳市吕庄文化礼堂里，
笔者看到三三两两的村民，或

悠闲漫步耕读园、或坐农家书
屋品读，享受文化礼堂带来的
精神愉悦。村民赵老伯高兴地
说：“以前没有文化礼堂时，对
于我们这群老年人，除了打牌、
搓麻将，不知道还能干其他什
么事情，现在有了文化礼堂，邻
里经常有活动要组织和参加，
生活丰富了，关系融洽了，我们
每天过得很开心。”

像这样的文化礼堂，自去
年以来，柳市已建成 9 个，另外
1个也将完工。同时，该镇还开
设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10 个、
农家书屋 28 个、省级文化示范
村 2 个、温州市级文化示范村 7
个、乐清市级文化特色村 3 个、
乐清市村级文化大院32个。

入夜，满城璀璨，在柳市镇
镇政府广场上，几百位脚步轻
盈的妇女，正踏着音乐的节拍
翩 翩 起 舞 ，享 受 着 韵 律 的 快
感。远处一群学生，正在认真
地练习轮滑过人技巧、急刹等
要领。

“在柳市，平时晚上除了到
镇政府广场散步外，我们很快
会有一个好去处——柳市文化
中心，那将是我们文化娱乐的
乐园。”在一侧散步的居民蒋赛
俞兴奋地说。

据了解，柳市文化中心占
地 23 亩，建筑面积 35809.8 平
方米，里面设有 1 个大剧院、6
个 3D 影院及展厅、非遗收藏
馆、图书馆、文体培训中心等，
是温州市重点工程，预计明年
下半年正式向社会开放，建成

后它将成为柳市镇的首个地标
性建筑。

此外，柳市镇出台了一系
列激励政策，繁荣群众文化，扶
持“一村一品”文化队伍建设。
日前，该镇对《牧歌》等 44 件工
艺美术创作获奖作品、《东海边
有座小城》等 3 件声乐表演获
奖作品和《木雕情》等 2 件舞蹈
创作表演获奖作品予以奖励，
以推进“实力柳市、文化柳市、
幸福柳市”建设。

徜徉在归途，笔者依旧沉
醉在柳市文化的美酒里。一座
座文化坐标，一首首朗朗村歌，
一张张笑脸⋯⋯今日的柳市，
崇文之风盛行，人文环境良好，
身心愉悦的人们沐浴着这里清
灵秀美的山水风情，享受着他
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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