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人：李杰 设计：柯伟仁 校对：朱培玲 广告热线：0086-595-82005188 新闻热线：0086-595-82003110 承印与发行：菲律宾商报

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农历壬寅年 二月十六

菲律宾版
第3290期

www.ijjnews.com
E-mail:jjb419@yahoo.cn

http://www.jjjjb.com.cn

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 晋江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记者 董瑞婷）
15日晚，全面展现晋江改革开
放历程的 35 集电视剧《爱拼
会赢》，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一
套黄金档播出后，收视率达到
3.44%，位居中国央、卫视晚间
电视剧排行榜第一位。16日
晚，《爱拼会赢》第 3、4集继续
热播，倍受追捧，央视频首页
热播剧就是《爱拼会赢》的播

放链接。
《爱拼会赢》剧情紧凑、紧

张，每一集都有矛盾、冲突，演
员实力演绎，戳中观众泪点。
剧中前几集取景地主要是金井
塘东，这也让不少塘东村民备
感兴奋。

“《爱拼会赢》剧情很吸引
人，让人看了一集就想看第二
集。”塘东村村主干许金盘第一

时间观看了电视剧，他告诉记
者，《爱拼会赢》在塘东村拍摄
时，他正好负责配合剧组拍摄，

“导演、制片认真对待每一个镜
头，有的镜头拍了20多遍，演员
的表情、动作都很到位。希望
通过这部电视剧的播出，能进
一步带动村庄旅游事业发展。”

剧中，世遗泉州的遗产点
之一、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安平

桥，也是男主角高海生在晋江
与外界链接的一个意象。

晋江市文保中心主任吴金
鹏表示，这是一部反映晋江改
革开放进程、县域经济发展的
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是体现“晋
江经验”的力作。剧名起得好，
紧扣故事主题，也从另一方面
体现了晋江人的文化自信。

“《爱拼会赢》让外地人了

解晋江，特别是晋江的民俗、晋
江的民风，这很有意义。这部
剧把晋江过去发展的历史讲出
来了。”安海的老文化人吴杭州
如是说。

作为一部讲述企业家创业
的电视剧，《爱拼会赢》也受到
了企业界的关注。

“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生
的人，这部电视剧勾起了我关

于这座城市、关于我们的乡
村、关于我的童年的许多回
忆。”晋工机械市场部经理陈
文启说，他们公司还保留有上
世纪 90年代上级领导到厂里
视察的影像资料，当时晋江的
道路都是土路，《爱拼会赢》的
一些场景，与当时的情景相互
印证，让人感慨晋江城市的飞
速发展和变化。

15岁做学徒 师从“古镇船王”

15岁那年，杨良盾到后山船厂当学
徒，师从陈芳财学习造船的基本功。陈
芳财是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人称“古镇船王”。

杨良盾记得，初到船厂，师傅就让他
先练斧头功，“木工的功夫精细与否，全
看这斧头。”杨良盾说，一斧头下去，削下
的木料厚薄、弧度，都是有要求的。“一开
始，要么削错地方，要么太薄要么太厚，
木料常常被削得细细碎碎的。”那时，为
了练斧头功，杨良盾整个手都起了水泡，
疼得筷子都拿不稳。但这并不是学造船
最难的，“最难的是画图，学会画图就意
味着可以出师了。”杨良盾说，造船前要
先画图，这是个精细活，每个结构的尺寸
都有严格的要求，稍有偏差，后期造船就
会出问题。“最少要学习三年半的时间才
能出师。出师了就可以参与造船或者修
补渔船的工作。”

杨良盾出师后跟着师傅造船，也为
镇上的渔民修补船体。他掌握了水密隔
舱福船的船体建造、结构、选料和外观涂
装等技艺及建造过程中的种种民俗仪
式，能够设计绘制常用的渔船船型图纸，
建造过无数的福船、木船，如货船、花排、
牵缯、灯捕和单拖等各种木船。

2007年，无动力木制福船——“太平
公主号”，成功横渡太平洋，让世界为之惊
叹。“太平公主号”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艘
依靠风帆推进完成跨太平洋航行到达美
洲的大陆造中式帆船。而它，正是由陈
芳财、杨良盾等人设计建造的。“这艘船，
有13个水密隔舱，是完全按泉州湾宋代
沉船的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制作的。”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谓“水密
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为互不相
通的舱区，舱数有 13个的，也有 8个的。
这一船舶结构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一大
发明，它不仅具有提高船舶的抗沉性能，
又增加了远航的安全性能。杨良盾全程
参与了“太平公主号”的设计和建造，“单
是画图做准备就用了8个月的时间。”为
了寻找合适的木料，杨良盾和师傅特意
到张家港的木料基地寻找。经过8个月
的准备，一年的建造，当“太平公主号”驶
向浩瀚的大海时，杨良盾内心无比激动和
骄傲，毕竟随着现代社会造船技术的进
步，木船渐渐被铁皮船所替代，手工制作
的真正越洋的木船已经没有了。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14日
上午，一场民主协商议事会在英林
镇嘉排村进行。

10 时许，嘉排村委会群众接
待室里，15 人分坐其中。嘉排村
党委书记张少迎为大家奉上一杯
清茶后站了起来，“这次把大家都
请来，主要是为了嘉排乡村振兴
建设中的村道拓宽项目一事。”张
少迎说，村里的中心区域一直缺
乏一条通往沿海大通道的道路，
村民出行极不便利，“这些年，村
里规划拓宽村道，打通连接沿海
大通道的公路，其中涉及 9宗房屋
拆迁问题，嘉排村伍中老人会活
动场所是其中一宗。”

此时，见证人之一——下伍堡
姚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姚文镇首先发
表了意见：“建设美丽乡村人人有
责，同样人人受益。‘路通，村才活’
的道理我们也都懂，有需要大家的
地方，也会鼎力支持。”

根据规划，伍中老人会活动场
所需要拆除一半，另一半再置换给
一名房屋同样涉及的村民。嘉排村
党委副书记王槐荣给出一个解决方
案，将伍中老人会活动场所与嘉排
村卫生所旧址的产权进行置换。“伍
中老人会活动场所是一栋两层楼
房，占地面积151平方米，建筑面积
325平方米；而卫生所旧址占地面
积 248平方米，建筑面积 547平方
米。置换下来，伍中老人会是更得
利的。”说完，现场工作人员将两个
地方的平面图分发到每一个参会人
员手中。

“卫生所旧址前，还有一块
1000 多平方米的空地，将来可以
规划建设成伍中片区休闲活动场
所。”王槐荣从各个角度出发，列
举了置换之后，对伍中老人会更
有益处。

听罢，伍中老人会的代表针对
卫生所旧址重装、空地用途等问题
进行提问。王槐荣一一进行解答。
仅用了 40分钟，双方就达成一致，
伍中老人会同意进行产权置换。

“此次民主协商关系着村道拓
宽项目能否顺利推进。”会后，张少
迎告诉记者，如今涉及的 9宗房屋
拆迁问题已全部谈妥，项目很快就
能落地。而在入户协商过程中，村
民姚贻轩、姚铭枢主动表示愿意无
偿捐地，远在菲律宾的乡贤姚天注
也将母亲生前经营的三间临街店铺
捐出，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乡村振
兴建设。

《爱拼会赢》央视首播 收视率全国第一

深沪杨良盾：传承非遗“船”递梦想 40分钟敲定产权置换
英林嘉排村
民主协商打通村道

春暖花开的3月，晋江深沪渔港附近的一座民居里，杨良盾戴着眼镜，正专心致志地削着手中的木板。在他的
身边，木板、工具摆得满满的，身后，一艘一米长的古船模型很是醒目。杨良盾在做的，正是与它一样的古船模型。

从造船木工到船模制作者，60岁的杨良盾与“船”打了45年的“交道”。2011年，他成为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自那时起，除了制作船模，他也开始了宣传推广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
艺的传承之路。

“太平公主号”的出海，让杨
良盾开心的同时，心里也涌起了
对于水密隔舱这项古老的造船工
艺传承的担忧。从上世纪90年代
开始，铁皮船就渐渐替代了木船，
虽然铁皮船内部的木结构还是要
由木工来建造，但如何才能完整
地保留水密隔舱的造船工艺呢？

彼时，闽台缘、深沪文化中心
古船馆需要船模做展示，杨良盾
和他的师傅，以及同行们一起制

作了多艘古船船模。而后，2017
年 8月，杨良盾和同伴陈著纯牵
头设计、建造了一艘仿古木质帆
船，长 21米、宽 5.7米，重达 30多
吨，作为深沪海丝文化公园的重
要组成部分，被安放在烟墩山脚
下的水域里。“从生产用工具到展
示品，让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以船模的形式展示出来也是很好
的一种方式。既可以保留完整的
技术，也能让更多人认识这项技

术。”发现了做船模的好处后，杨
良盾开始沉心于制作船模。

在杨良盾家中玄关处，放置
着一艘古色古香的船模。“这个船
模也是仿制泉州湾宋代海船制作
的，那艘船龙骨长 17米多，船长
24米多。要制作这个船模，数据
比例要缩小 35倍。”杨良盾说，
由于缩小比例，复原仿制的难度
变大很多，“越小就越难。13个
隔舱板，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隔
舱板按比例缩小下来，厚度不到
8毫米，不仅需要更多的时间，也
需要更精心细致的制作。”为了完
整保留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的
每一个环节和零件，杨良盾花了
半年的时间，才将这个长98厘米
的船模做好，单是画图就画了半
个多月。“你看这一边是做完整
的，一边做成开放的坡面。这个
坡面主要就是展示里面的水密隔
舱，让参观者看得到里面是怎么
做的。”

杨良盾做的这个船模，被邀
请至国家艺术基金“中国古代船
模作品巡展”展出，这是近年涉及
地区最广、展品种类最多的一次
中国古代及传统船模的专项展
览。在展出现场，这个仿制泉州
湾宋代海船的模型引起了各界的
关注，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
造船技艺让人们惊叹不已。

仿制泉州湾宋代海船模型

这些年，杨良盾陆续又做了
几个福船模型，都被博物馆、民俗
馆等收藏走了。这样的模型，一
年下来，他只能做2个。无论是造
船还是做船模，都是一件枯燥、乏
味的事情，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做的人不烦，看的人都烦了。”杨
良盾笑说，因为做船模进度缓慢，
每天都是在画图削板，一坐就是
一整天。但在外人看来，今天模
型长这样，再过一个月来看还是
这样，来看的人都觉得无趣。”

随着年纪渐长，杨良盾每天
做船模的时间越来越短，“做这个
活，不仅伤眼睛更伤腰，现在年纪
大了不能久坐了。”现在，他每天

最多工作六七个小时，其他时间
都用于想着如何让更多人了解水
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2019年 6月 8日中国“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
会场活动在广州举办。其间，我
国 40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遗名录名册项目齐聚羊城，通
过展览、展演、座谈、论坛等系列
活动，展现我国非遗传承发展的
生动实践。作为水密隔舱福船制
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良盾受
邀参加了活动，不仅带去了船模
展示，还作为主讲人，带去了一堂
水密隔舱福船体验课。

现在，杨良盾和陈芳财的儿

子陈春来一起开发设计出一款水
密隔舱福船的文创产品。“光是讲
课，听众是无法体验水密隔舱福
船的结构是怎样的。这个产品把
水密隔舱福船各个部分变成拼图
一样的零件，可以自己动手拼装，
在拼装的过程中，就能学习到一
些关于水密隔舱福船的知识，还
可以收藏留念。”

如今，杨良盾和陈春来一起致
力于水密隔舱这项古老的造船技
艺的传承，他们举办研学活动，开
办水密隔舱福船体验课，希望以水
密隔舱福船为载体，通过教学、研
学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更
多人了解并推广这门传统技艺。

研发文创作品 传承古船技艺

杨良盾

本报记者 黄海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