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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日，70 岁的朱有抗几乎
每天奔走在“寻宝”路上，他四处
搜寻木匠父亲生前打造的物件，
要把这些“宝物”存放在刚刚修建
完成的“崇鲁居”里。

“崇鲁居”坐落于永康市古山
镇晏塘村晏塘中路 103 弄 1 号，
这里曾是朱有抗和父母生活的旧
屋，经过设计和改造，如今成为永
康首个“家庭档案馆”。

老报纸成为镇馆之宝

循着木楼梯、踏上木地板，就

来到“崇鲁居”二楼的家庭档案

馆，里面主要放着家族第二代人

的档案，共计200多卷，分为学习、

文书、荣誉、证件、作品等 10 大

类。其中，各类剪报、老报纸占了

很大篇幅。

“报纸、剪报大部分都和我自

己的稿子相关。”作为崇鲁居第二

代主人，退休前，朱有抗先后担任

过永康报记者、编委，永康市委报

道组组长，《金华日报》社永康记

者站站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报

人。

翻开 1996 年的文书档案，“中

国五金新产品博览会”（后更名为

“中国五金博览会”）的目录映入

眼帘。朱有抗的记忆也被拉回到

那年：“作为首届中国五金博览会

的参与者，我见证了这一盛会为

永康带来的深远影响。”

当年永康的发展遇到瓶颈，

市委主要领导审时度势作出果断

决策，通过举办首届中国五金博

览会，“让永康五金走向世界、让

世界五金汇集永康”。全市上下

团结奋斗，一炮打响永康五金的

知名度，真正激活这座城市欣欣

向荣的行业生态。

“许多来参观的市民都说，老

报纸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档案馆的

‘镇馆之宝’。”朱有抗说。

把好家风传承下去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这

里的每件物品、每张图片、每卷案

宗，都是岁月的记忆、人生的轨

迹、历史的回声，也成为百姓日常

生活故事的再现。”市民陈芳在参

观崇鲁居后写下了这段文字。

朱有抗非常赞同这个表述，

也道出了修建家庭档案馆的初

衷：“记载了历史，才能教育后人，

传承家风。”

崇鲁居一楼，朱有抗用 70 平

方米的空间，以具象化的形式为

父亲单独“建档”。从一整面墙的

斧锯凿刨，到老人亲手做的物件，

再到徒弟、村民的评价之语，一位

朴实、聪慧、善良的老匠人形象呼

之欲出。

“父亲是木匠，没有念过一天

书，但勤劳善良，不仅用手艺养活

了一家八口，还帮助了很多人，他

在言传身教中把好家风传承了下

来。”朱有抗说。

勤劳诚实、自立图强、知足感

恩、崇德向善，朱有抗把家风概括

为16字。

“通过把家风故事、长辈奋斗

史装订成档，让后辈们有档可查，

有案可看，结合当下就能更明白

家风对家庭和谐及自身成长的重

要性，并一直传承下去。”朱有抗

说，他还打算对档案馆实行制度

化管理，并设立家族基金，募集的

资金除去档案馆的日常维护外，

还用来奖励优秀学子、资助年轻

一辈创业，让这里真正成为扬善

举、承孝道的好家风传承基地。

漫漫“寻宝”路 传承好家风

老报人建成永康首个“家庭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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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料、水盆、结头、装套⋯⋯
近日，当记者走进湖州市南浔区
善琏湖笔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湖笔厂技术中心主任
王晓华忙着指导工匠制作湖笔。

“老一辈人做笔，是坚守；年
轻一辈人做笔，是传承。”王晓华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虽然已经
到了退休年龄，但她依然在湖笔
制作这条路上继续奔跑。

坚守中成就“新水准”

一手拿着角梳，一手攥着脱

脂过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

洗、逐根挑选，按色泽、锋颖、软硬

等 不 同 级 别 一 根 根 分 类、组 合

⋯⋯22 道工序是王晓华每天在车

间里不断重复的动作。

18 岁，王晓华就进入湖州市

善琏湖笔厂学习湖笔制作技艺，

因为常年将手指泡在水里，冬天

会出冻疮，夏天则有溃烂。在“水

盆”前坐了整整 40 年，王晓华倾

注的心血换来一枚枚“尖圆齐健”

的优质兼毫笔头，这正是湖笔名

扬天下，跻身文房四宝的关键。

传承中带来“新发展”

湖笔的技艺虽好，但复杂且

枯 燥 ，很 少 有 年 轻 人 能 坚 持 下

去。王晓华坚持做好传帮带，每

月开展一次班组活动，相互讨论、

探索技术交流，让大家掌握更多

不同品种的制作技术要领，对制

作的每个环节做到精制把握，提

高班组成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王晓华还积极和国家级湖笔

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邱昌明、浙

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马志良等，在

善琏镇组建湖笔制作大师工作室

群落，并协助善琏学校开发本土

教材，担任善琏学校、善琏成校湖

笔工艺技术培训班的指导老师，

向中小学生传授简单的制笔技

艺，培育、传承和发展湖笔“活的

DNA”。

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早年间，工厂曾将其中一间

湖笔制作演示车间打造为“非遗

工坊”，近几年随着湖笔这张名片

的爆火，“非遗工坊”升级成为湖

笔小镇“共富工坊”，前来参观、研

学的团体游客接连不断。

王晓华也开始搞起了创新，

将“水盆”工序搬进了共富直播

间，单场线上点击量突破万人。

她时刻关注着市场需求的变

化，秉持继承传统、开拓新品的生

产理念，按照客户的需求，探索开

发新产品。她根据不同人的书写

需求研制出不同类型的湖笔，获

得国内外客户一致好评。

“在湖笔制作这条路上走了

大半辈子，我希望制笔技艺得到

更好的传承，湖笔产业能越走越

远。”王晓华说，她要把湖笔带到

即将到来的第十五届浙江·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让更

多人认识湖笔，了解这项非遗传

统技艺。

一支湖笔走进直播间

新老传承绘“共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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