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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你几岁了？”
“四岁。”
“你做的这个是什么呢？”
“是七色花。”
“你为什么做一朵七色花呢？你在哪

里见到过吗？”
“世界上没有七色花，是我自己想出

来的。”
上述对话，发生在一位年近七旬的

艺术家和一个奶声奶气的小姑娘之间，
完全没有预演、只是随机问答，却深深打
动着现场的旁观者们。

这位艺术家，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院长、中国艺术
人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朱乐耕；小姑娘则是参加“彩虹艺
术计划”北京站活动的一位小学员。

一场玩泥巴的艺术课

4月18日下午，紧邻中国艺术研究
院的朱阳与木木工作室中，“彩虹艺术计
划-北京站七色陶艺 Beta 版”活动启
动。几位 4岁至 10岁的小朋友应邀前
来，在艺术家的指导下，体验陶瓷艺术创
作。

“‘彩虹艺术计划’不是艺术培训，而
是让孩子们和艺术家一同创作，一同用
艺术表达，从而获得审美自信。让他们
知道，表达美、欣赏美、追求美并不是遥
不可及的事情。”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生活样式设计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秘书
长、青年艺术家朱阳介绍，由该委员会
发起的“彩虹艺术计划”项目，旨在于物
质生活不再贫乏的时代，用艺术的形式
将美好生活的概念植入到孩子们的心灵
当中。

正如朱阳所言，做出七色花的昕祺
小朋友，之前并没有接触过陶艺，她的妈
妈也不曾料到，4岁的孩子会用一块泥
巴凭着自己想象力捏出完全不存在却异
常美丽的七色花。

而另外一位 5 岁男孩杨杨的“作
品”，也是充满了童趣的美感：在老师指
导下捏了一只小小的刺猬后，小男孩默
默地在小刺猬的屁股后面捏出一个个彩
色的小圆点，边捏边自言自语：“小刺猬
拉 了。”接着，小男孩花了半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为小刺猬捏出几十粒不同
颜色的 ，排成一道长长的弧线，划过
方形陶瓷泥板的下端，为整个画面增添
了一道“ 彩虹”……而这个作品就叫
做“拉 的小刺猬”。

看到孩子们的作品，家长惊叹，指导
老师称赞，就连陶艺大师朱乐耕也竖起
大拇指。“别看孩子很小，但是他们的作
品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独特的美感，他
们的作品都很棒！”

试水“彩虹艺术计划”

北京站的活动，是“彩虹艺术计划”
自2020年启动以来的第三场活动。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
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青年陶艺
家张潇琳介绍，去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
会生活样式设计专业委员会与三亚天涯
中学合作一场活动，是一个儿童艺术创
作项目，由在天津商业大学艺术学院副
教授范佳指导海南三亚天涯中学的学生
完成，并由此提出了“彩虹艺术计划”系
列活动的构想。活动中，孩子们与指导老
师一起，将各色废弃海洋垃圾归类为彩
虹七色，再加工成马赛克大小的碎片。随
后，这些碎片被当做调色盘里的“颜料”，
创作成拼贴画，20余幅以环保为主题，
色彩绚丽、极富想象力的作品惊艳而生。

“这条鱼，是孩子们用废弃的包装袋
做的，整个蓝色的水是用废塑料袋子做
的；这个是最具海南特色的标识——椰
子，它是用废纸箱和塑料饮料瓶做的。是
不是很难想象，五光十色的垃圾，能在孩
子们手中变成一个个美丽的艺术品？这
不仅激发了他们的艺术灵感，也通过艺
术的形式将环保的理念植入在他们的心
中。”张潇琳介绍，今年7月，“彩虹艺术
计划”将走进澳门，请艺术家们带领澳门
的少年儿童一起进行陶艺创作，让孩子
们熟悉中国传承了上千年的陶瓷艺术，
也让孩子们在“捏泥巴”的过程中，感受
世界、熟悉自己的文化。

张潇琳表示，未来，随着“彩虹艺术
计划”的一步步推广，相信更多的孩子会
受益于此。

让泥土与心灵沟通

活动中，与孩子们共同创作、为孩子
们提供耐心辅导的朱乐耕笑着说，自己
也是第一次带这么小的学生。身为硕士

生、博士生导师，朱乐耕连大学本科生都接
触甚少，但是他却说，这些小娃娃都做得非
常好，并且给他很多启发。

“童真是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元素，而
艺术的可视性又很好地反映了孩子们的童
真。我们当老师的都会和学生讲，要互教互
学。小朋友的无拘无束，让他们能够天马行
空地把自己的内心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
来，这是非常可贵的。”朱乐耕说，在复兴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传统艺术形
式逐渐走进中小学校园，得到更广泛的传
承和推广，但是艺术家们还在不断为此努
力。“比如中国陶瓷艺术，有上千年的历史，
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更多的孩子
们习陶艺，能够以他们喜欢的形式接触到
这门古老的艺术，并开启他们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知。”

朱乐耕认为，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能
够通过艺术开拓创造力，开拓思维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从今天的活动你能感受
到，一团泥巴，就能点燃孩子艺术创作
的火花，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位小朋友
的七色花，现实中没有，但是艺术却可
以实现。孩子就是通过陶艺展示出自己
心中最美的花朵的样子。那位小朋友的

‘拉 的小刺猬’也是充满了想象力。
陶艺带给孩子的灵感一目了然。”

朱乐耕表示，推动“彩虹艺术计
划”，带着孩子们一起进行陶艺创作，并
不是为了培养艺术家，而是希望把艺术的
种子种在孩子的心里，开启他们的智能、
丰富他们的思维和生活。“这些孩子将来
或许是科学家，或许是工程师，或许是老
师，都不重要，一团泥巴让他们触摸到了
艺术和审美，都会为他们增添生命的光
彩。”朱乐耕说，“加强艺术教育，陶艺是
一个非常好的入门项目，因为泥土最容易

和心灵沟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动脑、
动手和动心完美结合，接受程度会胜过其
他艺术形式。”

记者截稿时，看到杨杨的妈妈在微信
群中留言：“杨杨非常关心，他的作品烧制
出来后，别人是否明白‘拉 的小刺猬’
中，那只小刺猬的彩虹 是怎么回事？”

而昕祺却关心，自己的七色花是不是
还和原来一样鲜艳。

给孩子一块泥巴给孩子一块泥巴 捏出一个世界捏出一个世界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刘圆圆

素食＝吃草？无营养，又枯燥？远
观者常有这样的判断。近日，一场以

“素食——当下的价值与饮食的伦理”
为主题的沙龙活动在北京库布里克书
店举办，数位素食生活深度参与者的
亲身经历，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
素食世界。

“素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幸运的
改变。”沙龙嘉宾、素食星球创始人张
思的素食之旅，还要从2012年的一次
纪录片观影体验说起。

“这部纪录片名为 《从农场到冰
箱》，时长只有10余分钟，却给了我难
以言说的心灵的震撼。它讲述了在工业
化时代，动物是怎样从农场养殖到被送
上餐桌的。真实的镜头画面让我深受触
动，萌生了不再吃肉的念头。”也是从
当年的8月开始，张思尝试吃素。

“一开始也没想吃多久，但一直吃
下来，对营养、环保、健康等相关知识
越发了解，再加上亲身体验后的感觉，
吃素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张思
说，从吃素到现在，她的身体愈发清
爽，心态也更为平和，性格不像以前一
样急躁，对于自己情绪的觉察和对身体
的感知也会更敏锐，和身边的家人、朋
友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和谐。

随着饮食价值观的重塑，张思的人生
选择也有了新的拐点。2013年，她创设
素食星球公众号，将从素食领域摄取的生
活营养诉诸笔端，固定每周更新3篇文
章，分享相关知识和心得体会。渐渐地，
有更多粉丝志愿者加入采写、编辑队伍。
如今，素食星球公众号的关注者有将近
40万，比较活跃的粉丝也有近20万。

“我的社交圈，很大比例都是素食朋
友。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相似的
价值观和理念，也都比较关注社会、人
文和有关生命的话题。这些滋养和帮
助，更让我对世界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
解。”张思说。

而吃素的她，也成了美食专家的“潜
力股”。单单一顿早餐，她就可以玩出很
多花样。“我的早餐是各种坚果、种子、
豆类、水果等组合的营养搭配，葵花籽、
亚麻籽、红豆、鹰嘴豆、黄豆，还有莲
子、芡实、薏米、糙米、燕麦等应有尽
有。或是燕麦粥，或是煎口蘑、杏鲍菇，
或是做一个蔬菜煎饼和美式松饼，或是自
制植物奶，加上肉桂粉、姜黄粉等健康香
料，每天都保证均衡、轻盈的营养摄
入。”张思笑着说，等到了正餐，她也会
结合各地美食尽情发挥，酸辣粉、螺蛳
粉、日料、意大利面、比萨、法国炖

菜，这些天南海北的风味，都让她做了
素食版的改良，每一道都令她充满了幸
福的回味。

“‘素食是苦行’这种观念应当改变
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的生活方式一
个机会，放下对素食固有的认知，自己去
尝试一下。我推荐给大家一本书——《救
命饮食》，讲述植物性饮食对于健康的重
要作用，同时我也建议大家不妨从一周吃
素开始，先了解再体验，你会发现它是一
种很健康、环保、文明和美好的生活方

式，会让人很有生命力。”张思说。
吃素已有10年的北京朝阳急诊抢救

中心的医生詹晓丹，改变也从一部纪录
片开始。“一位来自寺院的女师父是我的
大学同学，她推荐了 《地球公民》这部
影片，让我对于动物、自然和人的关系
有了新的认知，这种心灵震撼使得我成
为一位净素者。”詹晓丹介绍，素食的人
群分为不同类型，有净素、蛋奶素、果
素和弹性素食等，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和需求，选择各自吃素的程度。

“减少对动物食品的摄入，给我带
来从身体到精神等不同层面的变化。平
和的心态、安静的力量，是素食给我的
生活带来的一份礼物。”詹晓丹说，但
她从不会强迫别人吃素，“因为有爱所
以尊重，我想这也是吃素给我带来的另
一层改变，包容度更高了，同理心也更
为强烈。”

而来自父母、朋友、陌生人的支
持，同样让她感受到了社会的善意。“我
爸爸还特意为我尝试了一段素食生活，
逢年过节，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告诉
亲友我是素食者的人。现在在北京、上
海等很多城市，都有专门的素食餐厅，
无论到哪里，都会拥有美味又舒心的餐
饮体验。”

素的观念还从食的领域，延展到了生
活的各个层面。“衣食住行都可以践行素
理念，用环保的产品来替代。例如我身边
的素食朋友，连洗碗的清洁剂都会特别选
用纯植物的。还有常见的衣服、化妆品、
皮包等制品，也在告别动物试验和动物材
质。从只爱人变成爱动物，从不仅是不吃
到不用动物制品，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
式，热爱着自然、热爱着我们的家园。”
詹晓丹说。

素食，用自己的方式爱自然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在众多江南城市中，苏州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一座城。“春水
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是古城苏州的真实写照，但许多人不知道
的是，新苏州城，还有一个独墅湖高教区，有别具一格的味道。

独墅湖高教区有两个明显的标识：独墅湖、高校。漫步这里的
街道上，可以随处看到国内外知名大学所设立的苏州校区以及科
研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东南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诧楷学院、微软中国、中
法学院、丝路学院，以及苏州大学等。因为疫情的缘故，最近一次去
苏州，除了到访的几所学校之外，我没有进入其他的校园。但记忆
中的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并反映在独特的建筑和景观
上，甚至在室内风格上也是如此。比如苏州大学是典型的平江古韵
型，也是面积最大的；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校园，你会遇见来自不同
国家的学生。在与学生们的交流过程中，他们告诉我：苏州的美给
学习带来了更多的灵感。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教育所带来的“美”。

一路西行，来到白鹭园。如果说高教区的最美景点非他莫属，
网红打卡地“独墅湖大教堂”就在其中。正逢谷雨时节，白鹭园绿水
蓝天、红花碧叶令人心旷神怡。又恰逢有摄制组在此拍摄外景，大
教堂人山人海，大礼拜堂里灯火通明。游客们也随兴驻足停留，一
边观赏独墅湖的日落，一边拍照留念。

不觉到了晚餐时间，此时，友人提议我们去日料店，品尝下海
鲜和寿司，这是时下年轻人和那些在园区工作、生活的外国人经常
光顾的店。而且店就在奥林匹克中心，饭后正好可以在操场走走，
体验下园区人们的生活。

其实，以高教区的国际化程度，西餐、中餐、娱乐、快餐、啤酒
屋、日料、电影等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在我们驱车前往日料店时，途
经波特兰小街，友人介绍说这是园区外企高管喜爱的居所，置身其
中仿佛北美乡间，抑或英伦三岛。像这样的地方园区还有不少。

话说之间，车行至金鸡湖大桥，我是第一次坐在车里从桥上观
看金鸡湖，夕阳映照在湖面，波光粼粼仿佛打翻了的调色板，美不
胜收。湖西岸的“东方之门”被苏州人戏称为“大裤衩”，硬朗而简约
的曲线将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起来，表达了苏州的崛起与繁荣。

仿佛间，我也明白了苏州的繁荣与进步的原因——人们对于
苏州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园林和古刹，而位于古城区东方的独墅
湖高教区与工业园区融为一体，却也别有一番风情，她展示出现代
文明与古老传统的交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荣。独墅湖高教
区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景点，而她的存在却又造就了难以描绘的
文化经典，以及现代人的跨文化生活与快乐的生活愿景。

这或许就是苏州千年传承下来真正的“美”。
(作者系安徽大学教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

委员会成员)

漫步独墅 独秀苏州
于川

来深圳之前，朋友曾经跟我说一个笑话：深圳哪里买东西
最好？香港！深圳哪里吃东西最好？广州！也许是深圳是一个
移民城市的缘故，同时前往美食之都的广州和香港的交通十分
方便，故此深圳被认为是美食荒漠。笔者认为，香港的美食特
色在于国际化，广州的美食在于它是粤菜的中心，而深圳则在
这两者中开拓出自身的美食文化。

在深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来深建设者”，所以几乎集
合了全国各地的美食。比如，笔者工作的深圳南山区有好几家烩
面馆、羊肉汤店，城中村里甚至还开着河南烧饼店。还有一次，一
位东北朋友在深圳想吃饺子，居然能够在宝安区的小店找到地
道的东北饺子！此外，占据深圳美食半壁江山的，可不是来自广
州的广府菜，而是潮汕菜和客家菜。由于早期的来深建设的都是
潮汕人和客家人，所以潮汕和客家菜馆非常多，不同档次的都
有。在这种全国各地的饮食文化孕育之下，深圳还渐渐开发出自
己的“招牌菜”。在深圳开得成行成市的椰子鸡，便是深圳的特色
菜。深圳的椰子鸡文化已经发展到出现24小时营业的椰子鸡
店，凌晨一点想吃椰子鸡，都可以吃得上。

凌晨一点可以选择吃的可不只是椰子鸡。由于深圳的加班
文化以及岭南地区的夜宵文化盛行，这边的餐饮营业时间一般
都很晚，尤其是比较多来深建设者居住的城中村，夜宵时段营
业的饭馆以及小吃摊比比皆是。笔者居住的城中村商业街，最
繁华的时段可是晚九点到凌晨。在寒冷的冬夜加班回家，能够
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砂锅粥或者牛肉粿条，这可是对打工人最大
的心灵慰藉。一次笔者出差飞机晚点，凌晨3点打车回家，赫
然发现村口的几家砂锅粥店竟然还在营业，反映着深圳的美食
可谓24小时不停歇。

相对香港，在凌晨时找吃的可没有那么方便。不是每个地
方都有24小时的饭馆，凌晨想吃夜宵就需要自己开车或者打
车，这就增加了吃夜宵的成本。同时，香港的网络外卖业务不
如内地普及，而且工资成本高，配送费贵，这也让食物选择减
少。在深圳，只要打开外卖APP，24小时都能找到大量的选
择，从广西的米粉到新疆的烤串，手机一点就能送到家里，方
便快捷。来深到现在，笔者家里还是没有购置厨具，因为外卖
和单位食堂已经满足了日常的饮食需求，并不需要自己做饭。

随着深圳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地的美食也不难
在深圳找到。虽然深圳美食不一定能够超越广州和香港，可是
深圳却随着自身的发展和来深建设者的增加，渐渐地走出了美
食荒漠，发展出自身的独特饮食文化。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在深圳，吃遍中国
香港 冯骏豪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随着北京圆明园第
二十六届踏青节的火热开启，园内的牡丹也进入盛花期，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圆明园上万株牡丹进入盛花期圆明园上万株牡丹进入盛花期

④④

图①：正在捏“拉
的小刺猬”的杨杨。
图②：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
艺术院院长、中国艺术人
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乐耕

（左） 与 4 岁的昕祺讨论
她的作品“七色花”。

图③、④：小朋友的
作品。

①①

②②

③③

4月22日是第52个世界地球日。本期开始，本刊设立“爱生活 爱地球”栏
目，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注休闲理念中的正能量。珍爱美丽地球，每一天都有

“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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