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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遗故事非

炭黑磨细，加入材料，兑上胶
液，再次加入材料。充分搅拌后倒
入三辊机里，不多时，滴滴浓稠黑
亮的墨汁伴随着一股芳香扑鼻的味
道缓缓流出。

“这是一滴传承了156年的墨
汁。这100多年来，它占据着中国
墨界半壁江山。”近日，一得阁墨业
有限责任公司长阳分厂制作车间
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得阁
墨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该厂
厂长魏光耀自豪地说道。而让魏光
耀更为自豪的是，如今，这滴墨汁
的工艺依然在匠人的手中传承与创
新着。

老手艺结合新工艺

几口深不见底的大锅、六座整
齐摆放的三辊机，旁边一排两米深
的池子里蓄满了上周做出来的墨
汁。工人们将调配好的原材料一铲
一铲地放入三辊机中，细细研磨
下，滴滴黑亮的墨汁便缓缓流入桶
中。随后，每天生产出的上万瓶墨
汁发往全国各地。

用电动三辊机代替传统手工研
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机械化
的生产在大幅提高效率的同时，墨
汁的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不
禁令人好奇，墨汁制作的所有环节
都可以用现代化器械完成吗？那还
需要制作技艺传承人吗？

魏光耀一语道破：“其实并不
完全是机械化生产。制墨每一个环
节，依然要由一位传承人负责。拿
熬胶来说，工作时师傅们往往拉一
勺出来，只需要看颜色就能知道锅
炉内的温度和胶的比例，然后进行
调整。不同材料的配比也各有讲
究，这些都是器械替代不了的。”

墨汁的配比则更有讲究。“为
了适应不同季节、地区温湿度的差
异，我们也会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像南方相对潮湿一些，我们就会将
胶的比例调小，以保证墨汁的品
质。”魏光耀说，甚至还有私人定
制款，“有位画国画的老先生，希
望墨汁的颜色更能展现出他心中

‘苍劲豪迈’的感觉，我们就按他
的要求重新配比，为他量身定制了
一款。”

老字号注重真品质

在平整的桌面上，魏光耀提笔
携墨略过纸面，所到之处墨迹饱满

殷实、层次分明，几笔下来，浓淡
相宜的兰花盛开在铺开的宣纸上，
庄严中又透出几分生动。画毕，他
说：“墨，颜色最深，但却最干
净。制墨时所用的都是名贵药材，
老字号的传承最注重品质。”

据记载，清末创始人谢崧岱辞
世后，他的子女为了躲避战乱，便
将这份由父亲打造的产业托付给了
其弟子徐洁滨，后来，一得阁也一
直沿用师徒制传承。

“徒弟做事师父会在一旁看，
通过考验才有资格学本事。像老厂
长张英勤，1943年在广安门大街
外烧松烟，每天都灰头土脸地干着
最苦最累的活，再加上眼里有活会
来事，长此以往才得到师父的青
睐。”魏光耀说，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对传承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但“能吃苦、人品好、有担当”依
然是成为传承人的重要标准。

“老墨汁”撞上“新生代”

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
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孩子也愿意
走进一得阁了解墨汁文化。

“这个墨怎么这么香啊？”
“这个墨汁是甜的吗？”
“制墨用的冰糖能吃吗？”
来参观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地

问着，魏光耀一一耐心解答着。
他说，随着一得阁不断深入课
堂，墨汁文化也渐渐走进“新生
代”的世界里。

在一得阁制墨体验工坊，磨
细的墨粉、药材和熬好的胶等原
材料整齐有序地摆放在桌子上，
按比例兑进量杯，搅拌后再倒入
电磨，细腻的墨汁便沿着磨盘两
侧缓缓流出。

“这里是简化版的‘工厂’，
在动手尝试的实验里，孩子们可
以感受到制作过程的妙趣和墨汁
背后的故事。不光是中小学生，
许多大学生也感兴趣。”魏光耀介
绍，尤其令他欣慰的是，传统文
化背后的故事很吸引年轻人。

“一得阁墨汁有浓厚的文化
底蕴，有太多值得讲述的人与
事，会让年轻人深受启发。同
时 ， 其 匠 心 传 承 100 多 年 的 历
史，也为他们带来价值认同和精
神洗礼。向社会传播以墨汁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一代非
遗传承人的使命和责任。”魏光
耀说。

一滴墨 万里香
本报实习生 陈建璋

秋风起，溽热消，菜市场里多了
些卖莲藕的摊位，望着这些清新水泽
气息的莲藕，我仿佛嗅到了来自家乡
的莲藕香。

老家屋后的水塘里长着一池白莲
藕，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
我便开始盼着它们快些长大，但却并
不是急着欣赏好看的荷花，而是馋那
泥底的莲藕。

一阵秋风起，吹萎了荷花，吹落
了莲子，在泥里睡了一个夏天的莲
藕，也已经粗过婴儿的手臂。把它们

从泥里挖出来洗净，那肥嘟嘟、白胖胖
的可爱样子，让我来不及等母亲做成美
味便要先咬上几口解解馋。脆嫩多汁、
清爽香甜的藕肉嚼在嘴里咯吱作响，要
是再蘸上些白糖，那滋味儿就更妙了。

“身体白又胖，常在泥中藏，浑身
是蜂窝，生熟都能尝。”儿时的字谜，
揭示了莲藕的特性，生熟都可吃，想怎
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刚入秋的莲藕很嫩，最适合凉拌。
洗净，用刀背轻轻一拍就碎了，用香油
凉拌，吃上一口，甘露般的汁液，直入

咽喉。嚼着这份鲜脆清甜，顿觉心神荡
漾在云天之外，融化进无尽的清凉里。

我最爱吃藕夹。我常常看母亲做藕
夹，她细心挑选白胖的圆鼓鼓的藕切成
片，每两片留一点相连处，像两片嘴
唇，然后在这“嘴唇”里塞进调好的馅
子，以肉沫为主，加进姜、葱和白胡椒
等作料。再挂上用面粉、鸡蛋黄、味精
打成的面浆，下油锅煎至两面金黄。刚
出锅的藕夹外面是金黄的酥皮，内里是
热而软的馅，趁热吃，又焦又嫩，带着
藕的特殊香味，食后余味不绝。

莲藕煨汤最鲜美。在煨汤前，母亲
先把莲藕洗净，保留皮，再切去两头的
藕节。母亲说，在切藕时还有个讲头，
就是用刀背剁断藕段，让截面形成不规
则状，这样下进半煨好的排骨汤里就会
粉上加粉。煨汤用砂锅最好，煨好后的
莲藕晶莹剔透，粉嫩爽滑。

“它在水中节节长，浑身沾泥不怕
脏。你若把它掰开看，孔多洁白丝线
长。”母亲常对我说，多吃莲藕会长心
眼，人也会变聪明起来。因为莲藕有七
孔或九孔，就像人有七窍玲珑心，甚至
还多两窍呢。

多年过去了，家乡的莲藕香仍和我
“藕断丝连”，缠绕了一轮又一轮的岁
月，揉化成可食可舒心的秋日情怀。

我忍不住挑选了几节莲藕，伴着一
路清香回家。

秋风起 莲藕香
杨金坤

最近，杭州市上城区始板
桥未来社区的居民着实引来不
少艳羡的目光：只要想去看博
物馆了，不用预约、不用排
队，更不用远行，只需出门走
上几步路，就能将国内外不少
文博场馆、景区逛个遍。

“这在过去可不敢想，没
想到，在我们社区就实现
了！”一位带着女儿来体验的
社区居民笑着说，言语间不觉
流露出“凡尔赛”的意味来。

原来，杭州市文化与旅游
发展中心和杭州博物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为他们送来了暑期休
闲文化“大礼包”——“家门
口的博物馆”试点项目。通过
在社区设立“i杭州文旅 （咨
询）服务中心”，以数字技术
为助力，将远在千里、万里的
博物馆统统“收”入社区内的
互动屏幕，让居民一键触达、
实现“云游”。

“这是‘民呼我为—杭州
文化咨询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一个项目，也是在疫情防控背
景下，为增添社区居民文化休
闲体验而打造的数字化项
目。”杭州市文化与旅游发展
中心相关人员介绍，今年以
来，旅游休闲产业一直在探索
发展新模式，作为文化体验的
重要载体——博物馆，同样面
临着“恢复与重塑”的考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居民想去外地看博物馆，
拖家带口、一路奔波很不方
便，有时还会赶上博物馆暂停
开放的情况。既然如此，能不
能反过来，让文物‘主动’走
近百姓，将博物馆搬进社区
来？这样的想法也让我们为之
振奋，并在今年变为现实。”

数字技术是梦想落地的敲
门砖。“我们通过物联网、云计
算、5G、VR等前沿技术，请专
业团队到博物馆内进行全景扫
描拍照，‘复活’出了实体博物
馆的数字‘孪生兄弟’，在人口
相对聚集的社区试
点，打造线上线
下融合的
文 化

公共服务空间，为市民提供便捷
的休闲服务，同时向青少年群体
进一步推广和传承传统文化。”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

杭州市民胡建亮就是最早的
一个“尝鲜者”。于他而言，秦
始皇帝陵博物馆的千军万马最令
他神往。“过去，我们只能远观
考古坑中的兵马俑，现在，一个
个兵马俑就活灵活现地‘站’在
我面前，不仅近在咫尺，还可以
前后、上下、左右全方位观
看。”受好奇心促使，胡建亮将
兵马俑上下颠倒，令他意想不到
的是，兵马俑的鞋底上还有清晰
的颗粒纹路。“他们的鞋竟然还
是‘防滑’的！这恐怕是我们实
地探访博物馆都很难发现的小惊
喜。”胡建亮笑着说。

不仅如此，每点开一件文
物，耳畔都会传来讲解员的声
音，将文物的珍贵、亮点以及
所承载的历史基因娓娓道来。
遇到喜欢的文物，或托在手
上，或站在身侧，或拥在怀
中，居民可以和“它”来一次
亲密合影。“有互动、有体验，
才能叫身临其境，才能实现沉
浸式体验，才能让老百姓叫好又
叫座！”胡建亮说。

试点项目推进以来，工作人
员非常关注居民的反馈意见，目
前产品和技术也在不断迭代更新
中。“未来，我们还想增加更多
应用场景，不只是在触摸屏、在
手机上，还希望能和电视、投影
仪兼容，说不定以后居民在家中
就能观看。我们还将在全市陆续
推广该项目。”中心相关人员介
绍，数字化是当前旅游休闲产业
发展的大趋势，这些看似大胆的

设想已经落实
到了当前的
规划上。

家门口“云游”博物馆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回复一下这位观众，大家现
在看到的壶完全是由玉制成的。”
直播间里，一柄精美的玉质茶壶正
在工匠的手中雕刻着。没有嘈杂的
背景音，没有代言带货的明星，直
播间里只有工具的叮当声和水刀切
割 的 吱 吱 声 ，
5000 多名观众正
在一起见证一柄碧
玉小壶的诞生。

这是滙玉堂国
际玉文化博物馆的
抖音直播间。从第一次直播到现
在，博物馆已经走过了两个春秋。

“直播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12点，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直播。”张锦
洪说。张锦洪是滙玉堂国际玉文化
博物馆（以下简称玉文化博物馆）
的馆长，既是玉文化博物馆的一手
创办人，也是直播的形象代言人。

“玉石的分辨、玉器制作和玉
文化等，是我分享的主要内容，我

希望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再次体会到玉
文化的魅力。”张锦洪说。这些想法
的诞生源自他年轻时的一次出国旅行
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张锦洪在
自己的环球旅行过程中意外发现，中
国玉文化的知名度居然远不敌新西兰

毛利人的玉文化，这让信心满满的张
锦洪大吃一惊。在他眼中，中华民族
拥有千年历史的玉文化，不应该逊色
于任何一个其他民族。为此，他搞调
查、做研究，发现当时中国的玉已经
变成了一种商品，冲床和数控机替代
了人工的雕琢，玉的文化内涵也在逐
渐被削弱。为了解决眼下的问题，他
提出创办一个玉文化博物馆，把玉文
化再一次推广到人民群众之中。

但是在博物馆建立初期，推广的
效果并不理想。起初，张锦洪通过在
微博平台发布博文进行图文介绍。很
快，他发现微博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关
注，且大部分都是一些玉石行业的从
业者。这样的现象和他最开始的想法

出入颇大。“我就在思考，有没有什
么方法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呢？”于
是，张锦洪关注到了抖音和快手的直
播功能。近年来，观看直播已经成了
人们最普遍的休闲方式之一。如果能
把博物馆和直播结合起来，情况或许

会有转机。
说干就干，没想

到，玉文化博物馆的
直播一经推出就广受
好评，最多时候一个
早上的观众总量就能

达到50万人。“现在我们的直播已经
做起来了，视频的总浏览量接近一个
亿。”张锦洪说。

最近，玉文化博物馆的直播间正
在做一系列玉文化视频，目标是365
期，现在已经做了100余期。“每次
看到直播间的人数时，我都感到付出
有回报，看到大家对玉文化越来越认
可，更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很值得。”
张锦洪说。

直播间里的玉博物馆
本报实习生 孟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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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
月，但在福建省厦门市，口味各异的
月饼却已抢先上市。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的月饼市场“现烤现卖”的
模式悄然走红，并且以“轻装”亮相
的月饼居多。

记者在厦门市多家销售月饼的
商超发现，今年的月饼市场“现烤现
卖”模式悄然走红，师傅隔着一层玻
璃为市民现场制作月饼的方式颇受
关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现烤现卖，口味更佳。”在一家大
型商超的烘焙区，“现烤月饼”几个大
字颇为显眼，工作人员向来来往往的
顾客推荐，购买者络绎不绝，更有人放
下此前在其他柜台选购的预包装月
饼，重新选购现烤月饼。“这种现烤月
饼没有防腐剂，吃得更放心。”一位女
士接过工作人员打包好的月饼说。

“每天上午9点－10点会现场
烤制一波，看销售情况决定中午是
否需要追加烤制。”超市工作人员表
示，现在距离中秋还有一段时间，真

正的销售高峰还未到，所以每天现
烤的月饼量不会很大。

记者注意到，货架上的月饼以
散装、纸质简易包装为主。现烤月饼
则是没有包装的“素颜”月饼，工作
人员按顾客需求夹取、包装。

“散装月饼适合自家消费，不仅
实惠，口味及数量还能自由搭配。”
有消费者这样说。需要注意的是，现
烤月饼保质期偏短，普遍在 7-8
天。“不会一次性推荐客户买很多。”
工作人员介绍，中秋节前，每天都会
烤制月饼，所以市民可以随吃随买。

有专家表示，月饼“现烤现卖”
表现了消费理性的回归，也说明商
家摸准了大众消费的心理与脉络，
顺应了大众消费务实的选择，在价
格上更亲民。现烤月饼带有更多作
坊的特色，具有现场感，调动更多怀
旧的心理，让人们感受到过节的氛
围。“现烤现卖”满足了消费者要求
新鲜、安全的心理，也迎合了时下定
制消费的时尚。

月饼鹭岛上市早
轻装现烤成主流

曾天泰 本报记者 照 宁

“古人的名片为什么是这样的？”
“古人的鞋为什么要翘个头？”
“来听圈圈姐姐，为你讲述陶渊明与桃花源的故事。”
前不久，受当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南京六朝博物馆宣布

暂停开馆。通知发布当日，线上课程便在第一时间上线，如此速
度与及时，立刻引来评论区对“小六”的连连点赞。

“‘小六’，是南京市民对我们的昵称，开馆7年来，得到了
很多青年朋友的喜爱。双休日、节假日，亲子游是馆里的一大亮
点，这一次，8月份的线下工作暂停，但作为管理员的线上工作
不能停。尤其在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时刻，不少青少
年只能选择居家过暑假，我们博物馆不能缺席，要承担好丰富
文化生活体验的角色。”南京六朝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宋燕说。

在确定闭馆当日，他们立即组织工作人员，结合以往积累
的讲座视频、录音等材料，推出各具特色的线上公开课。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课程多数是图文并茂，并佐以音
频解读，视频反而并不多见。原来，这是工作人员的精心设计。

“传统意义上，孩子们在家上网课，都是对着电脑看直播。
平时在补习班上，也是看视频，用眼时间特别多。所以，我们立
足于家长和孩子的角度，选择了推文形式，不用准时准点，也可
以随时回听，更利于后期文化传播。”南京六朝博物馆公共服务
部主任李舟说。

再点开视频，会有更多惊喜发现。原来，课程被分为不同主
题，且分年龄、分层次进行：学龄前儿童、7-13岁、13岁以上。

“对学龄前儿童讲博物馆，讲历史、讲文物，他们没有兴趣，
也听不懂，所以我们打造了‘画说六朝’，采用与绘本结合的方
式，用人物故事串联起六朝历史。7－13岁的孩子，我们则精选
了十几个文物，进行青少年版本的解读和介绍。13岁以上的内
容，同样很适合成年人听，由博物馆馆长主讲南京这个‘古董铺
子’，更让人们在疫情这个特殊背景下，静下心来了解南京的历
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李舟说。

学着、听着，互动体验同样少不了，文末的巧思便可见一
斑：给心目中的桃花源线路图画上颜色，或者嵌入一些互动问
答的考卷。“累积参与4次‘小六学院’课程并答题皆满分的孩
子，还会获得博物馆颁发的电子版暑期线上课程学习证书，成
为‘六朝文化小使者’。这种打卡的形式，能让孩子听得更为认
真，也更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和学习效果。”李舟说。

“除了线上课程外，我们还设有‘虚拟小六’‘云展览’通过微
信公众号就可以实现在家观展听讲解。”宋燕补充道，在当前的
疫情形势下，以线上的形式，让更多的南京青少年了解历史、丰
富他们的休闲文化体验，是六朝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

““小六小六””是南是南京青少年的京青少年的
““心心头好头好””

本报记者 徐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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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暑期休闲行程表上，博物馆绝对是不少家庭的重要选择。但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博物馆暂时闭馆，参观计划面临落空。此时，恰如

一场及时雨，“线上”博物馆陆续亮相，它们打破时空、超越距离，来与市

民“云上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