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个月，大寒山脚
下的村民总能看见一位奇
怪的来客：一名约莫四五
十岁、衣衫简朴的男子，拄
着一根拐杖，天刚蒙蒙亮
就孤身一人上山，到傍晚
两手空空地下来。一连数
十天都是如此。

这个“怪人”名叫董锡
贵，他曾一手创办了龙川文
化园，西溪影视寺口、西山
等基地，被永康影视圈亲切
地称为“影视基地拓荒牛”。

不幸的是，这头“拓荒
牛”累倒在了开垦的路上
——前不久，董锡贵在考
察途中突然昏迷被送进医
院，被确诊为肝癌。尽管
病痛缠身，可他还一直念
着未尽的事业，和一份对
村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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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西溪
近几年，永康影视文化产业发展

与大美乡村发展相得益彰，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小小影视基
地和来永注册的影视企业（工作室）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美乡村的文化
底蕴不断提升。归根结底，永康影视
能成就今日绚烂图景，离不开最初那
群拓荒者的坚持和勇气。

2014 年入驻永康的董锡贵，可
算是拓荒者中的一员。这位 70 后
的横店汉子与影视产业结缘已久，
他曾在横店创办过颇具规模的影视
道具租赁公司，还曾投入大量资金
建设外景地。

2013 年，董锡贵的事业一度陷
入低谷，更不幸的是，他患上了股骨
头坏死症，腿脚也变得不利索了。

2014 年 7 月，机缘巧合之下，董
锡贵与前来横店学习的永康影视相
关负责人结识，为他今后的人生打
开了一条道路。应时任影视办相关
负责人的邀请，董锡贵来到西溪镇
寺口村考察。“第一眼，我就看到了
寺 口 村 的 樟 树 林 ，并 被 它 深 深 吸
引。我意识到，在这里发展影视大
有可为。”

“我要用我的双手挖掘利用好
永康的天然外景地，造起一座天然
影视大坝，与横店优势互补，再造一
个‘横店’。”董锡贵说。

董锡贵将自己在横店经营多
年、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活学活用，
倾力投入西溪影视寺口基地的建设
中。在董锡贵的精心策划下，寺口
村建起仿古牌楼，停止对古樟树林
的人工干预，那股原生态的自然生
机去繁就简，马上显示出来。

不到七天时间，古装历史传奇
电视剧《苍生大医》剧组和著名演员
陆毅、何晟铭就进入寺口基地拍摄，
为西溪影视基地日后的火爆奠定了
基础。

踏遍青山
此后，董锡贵离开西溪，再做追

梦人，永康境内的不少青山绿水都
留下他一根拐杖一身汗的背影。他
经常说，不入深山，焉得美景？

去年上半年，董锡贵想在永康
境内建一处瀑布的外景。从东往
西，他徒步千年古道董岭、方岩后山
等10多个山谷。

在董岭时，恰逢天下雨，陪同的
人都叫董锡贵暂时不要去了。他
说：“都到山脚下了，还不去？”大家
拗不过他，就陪着他往大山深处进
发。经过雨水冲刷，遮盖着灌木的
羊肠小道更加湿滑，加上他穿的是

一双已磨平底的解放鞋，他几次滑

倒 在 地 ，差 点 滚 进 激 流 汹 涌 的 深

渊。每次滑倒，他坏死的腿根部就

会钻心地痛，不得不靠在草木丛边

喘息一会儿。

到山顶时，他的双腿已湿透，而

且沾满了污泥。“这不过是我旅途中

寻常的一天。可能这样风餐露宿的

缘故，让我落下了一身病。”他说。

但他不知道，每次感到无力或

背部刺痛时，其实是体内的癌细胞

在蚕食原本就病弱的身体。

“打卡”大寒山
被送进医院的前一刻，董锡贵

还在筹备大寒山影视基地的建设工

作。他非常看重大寒山的潜力，他

说，大寒山地理环境毗邻金华、义

乌，水质、空气质量上乘，森林资源

优渥，并形成瀑布群，他想将这些资

源充分利用，为永康建设又一座独

具特色的影视基地。

“我要在大寒山上，用各种各样

的小瀑布，组建成一个层层叠叠、气

势恢宏的瀑布群，让游客和影视创

作团队一看就惊叹不已。”谈及影视

基地蓝图，董锡贵苍白的脸上情不

自禁露出笑意，他踌躇满志，对前景

充满信心。

为了考察大寒山，腿脚不便的

董锡贵孤身拄着拐杖，进入人迹罕

至的丛林。正常人都不敢上的地

方，他毅然爬上，每一处景点他都一

定要亲自看过、记录下来。“这是谁也

不能代替的工作。”董锡贵掷地有声。

数个月来，董锡贵每天定时到

大寒山“打卡”，他在朋友圈以微视

频的形式展现当地风光，吸引了不

少剧组考察、取景。

朋友笑他活得像 21 世纪的苦

行僧，在山上饿了，吃一点随身带的

稀粥、玉米充饥，就着秀山美景下
饭，倒也乐在其中。“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形容这位兢
兢业业走在求“道”路上的影视人可
谓恰如其分。

对待热爱的事业，董锡贵纯粹、
专注，怀抱赤子之心，像个天真的孩
童。在朋友圈，他用深情的语调向
大寒山“告白”：“花了几个月时间，
就是为了把你的神秘面纱显露出
来，再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创造，让世
人知道你的美。”

目前，董锡贵与大寒山下的村
庄签订了协议，并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工程未艾，临门一脚的工夫，他
却住进医院，被确诊肝癌！

“本来，我答应镇村干部、村民，
10月1日之前做出成果的，现在我一
病，工程全耽搁下来了。”董锡贵长长
地叹了口气，说不出的辛酸和无奈。

爱情拐杖
在永康创业，董锡贵还收获了

爱情。躺在病床上的他戏称女朋友
是他的另一根拐杖，两人是真正的
一“面”之缘。

“我在总部中心边上的高山头
租有房子，常到一家面馆吃饭，我就
跟在那里帮工的燕子认识了。她是
兰溪人，听说我这样一个腿不便的，
还在大寒山的深山里做影视项目，
就要我带她去大寒山看一看。到大
寒山后，看我一拐一拐地在无人区
里斩荆披棘，她马上被我的拓荒精
神打动了。”他说。

今年 6 月 25 日，燕子跟着董锡
贵住进了大寒山。“看山时，她就扶
着我上山下山；累时，她就给我捶背
捏脚；饿了，她就给我做可口的饭。”
特别是下雨天，她深一脚浅一脚地
扶着他前行，到住地时，往往两人都
变成了落汤鸡。

董锡贵被查出肝癌后，燕子一
直陪伴在他身边，形影不离。“这可
能是我修来的福吧。我想早日好起
来，不能对不起‘爱情拐杖’啊。”

治疗癌症需要一笔高昂的费
用，在永康开疆拓土已花费了董锡
贵所有的积蓄。这几个月，我市不
少与他有交集的好心人都伸出援助
之手，但离整体费用还有很大差距。

拓荒牛的精神就是拼搏进取，
就是坚持。谈到这里，董锡贵握起
略显苍白而瘦弱的拳头，说：“我一
定要坚持！”

5个月前，中月民乐团惊艳亮相央视音

乐频道《风华国乐》栏目，成为了我市首支

登上央视的民乐团。

5 个月后，中月婺剧团首秀《忠义九江

口》将与广大市民朋友见面。

筹备半年多、演职员逾百人、精良的服

道化、1000 多万元的投入⋯⋯这些令人咋

舌的数据背后，是“中月”对民族艺术执着

的追求。近年来，中月集团以“建设一流企

业，传承文化教育产业发展”为企业使命，

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积极探索。今年 5 月

投资成立了中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整

合了一支素质过硬的文艺铁军。其创始人

俞朝忠似乎在用行动告诉外界：上央视，不

是我们荣耀的终点，而是另一个梦的开始。

而今，坐拥中月民乐团、中月婺剧团两

大专业团队的中易文化即将扬帆起航，开

辟新的艺术征程。

从无到有
中月民乐团名噪省内外

中月民乐团的前身是一支由五星社区

20 多位民乐爱好者组成的团队。2012 年

在民营企业家俞朝忠的扶持下，民乐团脱

胎换骨，走向专业化，发展成拥有四五十名

成员的高水准民乐团。

中月民乐团以“挖掘民间艺术，传承传

统文化”为宗旨，先后投入近千万元用于团

队的排练与演出，参加了浙江省、长三角、台

湾、香港等地的民乐大赛，取得了优异成绩。

7年来，中月民乐团每年举办大型专场

演出，活跃群众文艺氛围，取得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传统艺术的

推广贡献力量。除此之外，民乐团积极公益

事业，“哪里有需求，就赶往哪里去”，他们开

展了以“心系父老，婺韵传承”为主题的送戏

下乡活动，为偏远山区送戏共计40多场。

从浙江演到全国，中月民乐团的观众

队伍越发壮大；一项项荣誉进账，让中月民

乐团的招牌越发锃亮。但中月团队的艺术

家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愿望简单而赤

诚：让更多人听到“中月”的声音，感受民族

音乐的魅力，唤起人们对传统曲艺的重视。

从民乐到婺剧
中易文化打造“两生花”

今天，婺剧已不是普遍的余兴活动，随

着时光褪色，大多时候它被装裱成精美的纪

念品，摆在生活陈列馆，供人们缅怀。但在

中月婺剧团，它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不再束

之高阁——它是阳春白雪，也是下里巴人。

金华地方戏特有的大锣大鼓一敲，板调承

转，高歌猛进，演员正衣冠，粉墨登场，嬉笑

怒骂，唱念做打，好一出热热闹闹的大戏！

中月婺剧团乘着振兴传统文化的东

风，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开展创新，力图既

演绎出婺剧原有的韵味，展现悠久的曲艺

文化，又使得表现形式和内容更容易为年

轻人接受，做到雅俗共赏，受众多元化。

“我们相聚在这里，是出于热爱，更是

为了尽一份责任——将婺剧、民乐发扬光

大的责任。”俞朝忠常这样叮嘱队员。

有运营长达 7 年、载誉无数的中月民

乐团在前，就注定了中月婺剧团的定位绝

不是“小打小闹”“自娱自乐”，而是向专业

婺剧团的标准看齐，旨在打造一支严谨、阵

容强大、艺术素养高的婺剧团队。中易文

化旗下演员们立志点亮婺剧传承之光，推

动中易文化品牌，走得更高、更远。

5年拄一根拐杖走遍永康山山水水

影视旅游拓荒牛累倒了
7年沉淀，打造一支专业团队

中易扬帆起航
开辟民艺新征程
□记者 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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