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读城记
10102023.4.26 星期三 责任编辑：何晟/版式设计：王磊/责任检校：冯懿雯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4 月 25 日晚上 6 点，从杭州滨江

的春晖小学教室里，传出悠扬动听的

钢琴曲。循着琴声，本报记者沿着长

廊找过去，终于见到了网友报料中的

“钢琴家”。

陈成甫端坐在钢琴前，全神贯注

地弹着乐曲，很放松，也很享受。

事后，记者才发现，为了接受采

访，他特意回家去换了行头——摘了

厨师帽，卸下了袖套，踩踏板的脚上，油腻腻的胶

鞋换成了锃亮的黑皮鞋。

这位钢琴师的本职工作是这所学校的大厨，

供应着全校师生的一日三餐。

食堂大师傅竟是钢琴高手，杭州校长一条朋友圈让他火了

在案板灶头和琴键之间
掌勺的手弹出十万八千梦

本报讯 都说“家书抵万金”，在台州椒江，却有一门蔡

氏，三代人收藏了上万支钢笔，堪称“家笔胜万金”。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台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蔡希创

立的“蔡府百年艺术馆”，领略“笔尖上的风景”。

“这支笔是派克1号，是美国派克公司刚成立时生产的

第一批钢笔。”“这支是我目前收藏过最小的钢笔，只有 3.5

厘米长。这支钢笔曾是欧洲一位银行行长的签名笔，平时

可随身放在西服口袋里。”

笔尖下的故事，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在“蔡府百年艺术馆”，陈列着蔡家三代万支藏笔，许多

已经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董金笔，每一支都有出处、有记录、

有历史、可追溯，传承着蔡家百年的家风和文化。

“从我爷爷开始，我们家就开始了钢笔收藏，很多朋友

笑说我们一家是笔痴。”蔡希说，他的第一支钢笔，是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父亲在上海经商时买的一支二手派克金笔。

“这支笔花了父亲 18 块银元。”蔡希说，那时自己五六

岁，站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父亲用钢笔写字，行云流水般

的笔触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蔡希说，自从拥有了第一支钢笔，就一发不可收拾，只

要“看对了眼”，最终都成了他的藏品。还记得，数十年前的

一个冬天，他在上海路过一家古玩店，发现整个橱窗都是钢

笔，但是古玩店并没有开门，蔡希一直等到天黑，最终抱憾

而归。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家店，老板仍没有来。后来，他

托人终于联系上了老板，如愿买到了满意的钢笔。

还有一次，一位收藏家向他展示了一支有着百年历史

的天鹅牌贝母金笔，蔡希一见钟情。“我软磨硬泡了大半个

月，他依然不愿意割爱。”又僵持了一个月，那位收藏家终于

被蔡希的诚意打动，将这支贝母金笔转给了蔡希。

在蔡希看来，钢笔收藏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历史

的积淀。“这么多支钢笔，我一支都不会卖。”蔡希说，他要将

这些钢笔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笔文化这张金名片擦得更

亮。 本报记者 王杭晨 通讯员 王琛琪 叶蔓裔

一家三代藏笔万支
椒江有道“笔尖上的风景”

本报记者 梁亮 章卉 通讯员 吴越

本报讯 近日，宁海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访慰问当地多家养

老院，并送上大米、食用油等，表达对老人的关怀和温暖。消

防员主动挽起袖子、俯下身子，将养老院里里外外打扫一遍，

为老人营造一个干净、舒心的生活环境。

消防员还为养老院工作人员上了一堂消防安全课，对日

常防火、逃生自救和灭火器使用进行了培训。随后，为了消除

养老院潜在安全隐患，消防员对养老院内外住房安全，是否配

备灭火器、水带等消防设施设备进行了检查与指导。临别时，

再三叮嘱老人不要在住所内使用大功率电器以及提高安全意

识，消除安全隐患。 通讯员 张峰

宁海消防慰问养老院

4 月 25 日，对于陈成甫来说是个很平凡

的工作日。早上4点半起床，5点到学校做包

子⋯⋯和大多数厨师一样，上午这半天他是

根本没时间看手机的。

15 点 25 分，陈成甫的手机开始“唱歌”。

亲朋好友、学校的老师们都纷纷恭喜他“出名”

了。“陈师傅，你弹琴的视频上了滨江发布！”

陈师傅怎么突然火了？缘由是春晖小学

教育集团总校长田冰冰发的一条朋友圈。

当时，陈成甫跟同事闲聊时提起自己会

弹钢琴，但对方不相信。

“那就给你露一手！”陈成甫就跑到学校

大厅的钢琴前弹了一曲。没想到这“一露”，

被路过的田校长拍了下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平时在灶台前忙活的

陈师傅一下成了学校的焦点人物。

“学校里原来卧虎藏龙！”“这就是扫地

僧！”⋯⋯

滨江发布公号推送后，学校老师纷纷转

发，为陈成甫点赞，“陈师傅，牛！”

校长一条朋友圈让他红了，食堂大师傅竟会弹钢琴

“我是西兴人，开过饭店，做过生意，在大

润发超市也工作过，烧烤烹炸样样都会。”陈

成甫介绍自己，开门见山。

先说说厨师这个身份。

2018年，听说滨江有所新学校在招聘大

厨，陈师傅就去应聘了，凭着一级厨师证的手

艺顺利入选。田校长也在朋友圈晒了那天他

试做的午餐，荤素搭配很考究，每道菜摆到盘

子里也清清爽爽，很有样子。

作为学校大厨，严守食品安全第一道防

线从食材开始。陈师傅告诉记者，今天本来

准备烧片儿川，做点窝窝头，不想买来的倒笃

菜不好，被他退回去了。

问他有什么拿手菜？一旁的老师抢答：

红烧狮子头、油爆大虾、芹菜烧乌贼。

“学生们爱吃我做的可乐鸡翅、香菜牛

肉、每个月一次的自助餐，这些都会给他们安

排上，还有点心、水果。孩子们想吃寿司，我

也能做。”陈成甫补充道。

“烧菜我是拿手的，但排菜单太头疼了，

要两周不重样，要让师生吃不腻。”陈成甫坦

言，这就是他最大的工作压力。

“记者老师，你们晚饭吃过没？想吃什

么，我去给你们烧。”陈成甫突然想起采访

时间是饭点，起身就想要冲到厨房去换衣

服。

拥有一级厨师证，最大的压力竟然是排菜单

再来说说钢琴师这个身份。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但那时候没有条件

学。”陈成甫告诉记者，他小时候跟音乐的缘

分，就只有村里大广播播的戏曲。

20 多岁时，他才第一次见到钢琴。虽然

当时他没有老师，也不懂乐理，但凭借着兴

趣，他开始了自学钢琴之路。

“我是全靠自己摸索的，以前不像现在，

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很多免费的课程。”

一开始，陈成甫只会用右手弹。后来，才

学着练习一手旋律，一手和弦。虽然进步不

神速，但陈成甫却并不着急，“错了就再来

嘛！”就这样，断断续续弹了数十年。

2018年，他进春晖小学成为大厨的第一

天，就留意到了学校大厅里的那架钢琴。“以

前想弹钢琴的时候，周日我就去找架琴，很多

时候找不到。来这里工作后，校领导允许，我

才有机会摸一摸琴，弹一弹曲。”

《茉莉花》《国际歌》⋯⋯现在，陈师傅结

束每天的工作，都会来弹一会儿。“我弹琴就

是自由随心的，有些歌曲的前奏、间奏也是凭

感觉加的。”除了钢琴，陈成甫还喜欢戏曲，经

常和戏迷朋友们一起切磋。

属龙的陈成甫，很快就要退休了。但是，

他已经计划着退休后去老年大学继续学习音

乐，他说：“做喜欢的事，永远都开心。”

马上要退休的他，计划继续音乐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