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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遗 失

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司
遗失深圳亚航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海运提单 1
份,单号 NBORDJ18090700,船
名 ： COSCO SHIPPING
VOLGA，航次：V.008W，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慎岁新遗失中银保险
房贷险保单正本一份，单证号：
331500000222，声明作废。

乙方：施英鹏与甲方：浙江嘉和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 UN
公社 4 幢 807 室购房合同书原
件和收据原件遗失（收据金额
243373元整），声明作废。

杭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遗失
14574241.14571543.14570892.145
37521.55921879.14539657.145768
53.55922346.21174310.55922199.5
5921672.14573778.14573777.1457
3783.14571646.14571326.1453759
1.14539275.12468037.13426708.14
569504.14535631，22 张发票，声
明作废。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一辆KTM摩托车进口关单，
车 架 号 和 发 动 机 号 分 别 为 ：
VBKV49406HM977140、
608700930，声明作废。

杭州市上城区悠倡农副产品商
行遗失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税
号 92330102MA28NPF82B；发
票代码 000008101200；公司公
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一辆KTM摩托车进口关单，
车 架 号 和 发 动 机 号 分 别 为 ：
VBKV49407HM980399、
608701179，声明作废。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一辆KTM摩托车进口关单，
车 架 号 和 发 动 机 号 分 别 为 ：
PA5JPJ401JL202980、938800242，
声明作废。

杭州乐恒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106311386166R 的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至诚水果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330110MA2B1F349N 遗失
由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8 年 03 月 2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市上城区梁小候餐饮店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102MA28RFPM5W 遗
失由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7 年 05 月 0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海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壹份，
代码3300172130号码12629654
声明遗失。

曾颖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上城分局 2017 年 05 月 17 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2MA28RWLL82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王爱花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3303236905195940001A特此声明。

杭州锦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税
号 91330105MA28TAR80D，
遗失已开具正常浙江省增值税
普 通 发 票 2 份 ，代 码
3300172320，号 码 13192290，
13192291，声明遗失。

杭州萧山义蓬倍儿香快餐店
（ 税 号 ：
92330100MA2BJB2Y5N） 遗
失 空 白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133011630339 发 票 号 码 ：
07737581特此声明。

浙江省教学仪器设备行业协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
J3310009825102，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靖江街道东亭餐饮店税
号 92330109MA2B03P678 遗 失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 133011630339 号

码08950125声明作废。

临安港宇童装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 、 副 本 ， 税 号
3301241975090910191A，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市滨江区滨兴幼儿园遗失
以 下 9 张 收 据 ：1500396177，
1500396178,
1500396626-1500396629,
1158772276,1158519869,
1158987930，特此声明。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税
号 913301005579372393 遗
失 浙 江 省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1
份 ，代 码 3300172320 号 码
12233245声明作废。

浙江华特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
扣 联 ）壹 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61130 发 票 号 码
11794070，已填开已盖发票章，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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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郑昌贵的那一天，泰顺下着绵凉的秋雨。

“下雨天，不做活了。”郑昌贵说着，从屋里搬出把竹椅，和

记者一起坐在他位于罗阳镇的家门口。

最近，他在别的镇上修一处老宅，这是一单大活，要修两

个月。而去年一整年，他几乎都耗在薛宅桥的复原上。

2016 年 9 月 15 日，百年一遇的特大山洪，冲垮了泰顺三

座国保廊桥，薛宅桥就是其一。作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

省级传承人，郑昌贵担起了薛宅桥复原的主墨师傅。

说起这传承人身份，郑昌贵有些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哎，

就是个木匠、木匠。”

1957 年，郑昌贵出生在温州泰顺县百丈镇岩上乡，“很

穷，都是山，年轻人都是出去讨生活。”

怎么讨？就是做木工。“我的爷爷、爸爸都是做这个的。”

郑昌贵说。

18 岁那一年，郑昌贵去了福建，跟着一个叫夏立忠的师

父学艺：“他也是泰顺出去的。”

当学徒很苦，起早摸黑一天要做 11 个小时，一年要做

320天，“苦是苦，但手艺学到,就不怕饿死。”

三年后，郑昌贵出师了。2012 年 3 月的一天，久别的师

父忽然找到他，叫他一起去泰顺的联云乡，造廊桥。

对于廊桥，泰顺人郑昌贵自然是熟悉的。泰顺这个地方，

山多水多，人们进出不方便。所以自古以来，只要村里有点

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桥铺路。

“这是功德，也是风水。”郑昌贵说。时至今日，村里人祈

望，有着千年历史的廊桥，能护佑一代代的乡人，平安顺达。

这是郑昌贵第一次造廊桥。师父告诉他，只要琢磨通透

了，中国建筑有很多部分是相通的。

“但是哪有这么简单呢,造一座几米的桥，比造几百平方

米的房子难多了。”郑昌贵说，“造房子，横是横，直是直；造桥，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最难的就是桥苗（廊桥的下部结构），三

节苗也好，五节苗也好，外行人是看不出差别的，但其实每一

节的角度都是要算过的，一旦算差了，桥就搭不起来。”

就在郑昌贵兴致勃勃地研究出新的计算方法时，噩耗传

来，师父夏立忠因病逝世，只留下了几张造桥草图，和些许已

完成的木刻雕花。怀着无限的感伤，7个月后，郑昌贵最终完

成了联云乡的这座名叫“姻缘桥”的廊桥。

“当时泰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建的廊桥了。”

郑昌贵回忆，消息很快就传开，邀约纷至沓来。那几年里，

郑昌贵又接手造了新山将军桥、苍南大峨廊桥、筱村文弘桥

等等。

郑昌贵最喜欢苍南的大峨廊桥，因为它长。在他看来，越

长的桥，越不容易造，就越能体现出他的手艺。

让郑昌贵意想不到的是，在造了这么多的桥之后，还会遇

到一个特别的“学习”机会。说着，他从屋里拿出了一份图纸，

上面写着“泰顺薛宅桥修复”的字样，就是此前被山洪冲垮的

三座国宝廊桥的其中一座。

“复原要比造一座桥难多了。”郑昌贵告诉记者，第一步是

找回那些被冲走的老构件，“大构件基本都还在，小构件基本

都没了，最远的是从福建找回来的，最后差不多找回来六七成

的样子。”

但也不是所有找回来的老构件都能使用，经过文保专家

的研究和反复论证后，郑昌贵和团队的师傅们对构件进行了

加固或者重新定做，光材料准备就比造新桥多了个把月。

“薛宅桥是清代建造的，因为是复原，必须要按着以前复

杂的技巧去建造，不能用如今新的技法。但从中，我也学到了

不少造桥的技巧，很珍贵很有意义。”

郑昌贵至今没有收徒弟。他说，木工是体力活，很苦，现

在也没有赚头，没人愿意来做学徒了。事实上，在当前闽浙两

省，完整掌握木拱廊桥营造技艺的主墨师傅，加起来都找不出

10个人,且大都已年逾古稀，真正能“操刀”的就更少了。

而且就实用功能来说，很多村里都不需要新的木桥。郑

昌贵说,最近一次造桥是在泗溪镇，“不是真的搭在河上的，只

是作为旅游标志，搭了一个缩小版的。”他用手比划了一下。

那技艺怎么传下去？记者问他。郑昌贵是有过一些考虑

的：“这两年去过一些展会，会有人来问，有没有廊桥的模型。

现在好多东西都流行做模型，我也在考虑做这个。”他告诉记

者，做模型的时间，其实和造一座真的桥差不多。把技艺浓缩

在模型里，纵然在传统断失的未来，但凡再有一群职业匠人存

在，这项技术即可复活。

告别老人后，记者去了薛宅桥。这是泰顺桥面坡度最大

的木拱廊桥。如果足够细心，还会在不少木构部位，发现新老

木头交接的痕迹。

桥下，锦溪流水潺潺；溪边，老树依旧苍翠；秋风秋雨中，

走过桥屋檐下成排的红灯，温暖如家。

他修好了160年前的廊桥
还想把技艺浓缩在模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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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淡宁 文/摄

郑昌贵，1957 年生于泰

顺，从事木工建造业 36 年，

尤其擅长木拱廊桥的建造技

术。桥梁专家唐寰澄教授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

中称木拱廊桥“是世界桥梁

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品种，

在世界桥梁史上唯中国有

之”，而郑昌贵的团队已成为

目前国内仅存的廊桥保护修

复队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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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重阳。在这一天，人们赏菊，登高，吃糕，是为传承。

重阳节本身，也是第一批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节日。

它还叫老人节，敬老、爱老，是重阳文化延伸出的新内涵。

所以借节日的期许，钱江晚报和五洲文化联合发起“寻找最IN非遗老人”秋季文化行动。

In是潮流，相对的是Out，就是落伍了。人到暮年的他们，是传统技艺的“保鲜者”，一生专注其中，以热爱，以执着，为了就是让技艺不要Out。

记录他们的故事，是记录与之共存的技艺、社会形态曾经的存在，也记录他们的探索、求变和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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