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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闲趣闲

随着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
式开票，“搞票”成为影迷彼时最重
要的事情。在猫眼App上紧张地抢
票，在各大影迷微信群中转票收票，
辗转于卡顿的购票系统和不同社交软
件之中，我的北影节观影之旅，就这
样匆忙又兴奋地开启了。

过去的一个多星期，我几乎每天
都奔走在北京不同影院之间，利用闲
暇时间在影院中“泡”着，也体验了
一次“特种兵式观影”：既重温了被
时间验证过的大师经典，也触碰到了
新锐导演的先锋影像。从文慧路小西
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到前门大栅栏
的保利国际影城，再到西单商圈的首
都电影院……误入了景区游客浩浩荡
荡的队伍，穿梭于都市白领的行色匆
匆之间，体会了这座城市的气质——
怀旧与传承、多元与包容。这是北京
城的气质，也是北影节的气质。

时隔3年，今年的北影节重新回
归4月举办，4月20日-29日放映期
间，180 余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
600余场排片在27家合作影院陆续
与影迷会面。历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都有热门电影一票难求的景象。作为
今年国内首个全面恢复线下举办的国
际电影节，北影节有不少场次的影票
瞬间“秒空”，除了有在本地工作、
读书的影迷抢票，还有专程从外地赶
来的影迷，观影热情可见一斑。

虽然与 《悲情城市》《天若有
情》 等一些热门电影无缘，幸运的
是，我还是抢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影
票。在《香魂女》4K修复场中，于
芦苇萧萧的香魂淀中感受两代农村女
性反抗不公、打破悲剧命运循环的挣
扎与成长；在《疯狂的麦克斯4：狂
暴之路》 中，于 IMAX厅中感受沙
漠中机车的极速追逐与武器的轰鸣悲
号，震撼于末世景象的荒芜与苍凉，
也抢先欣赏到 《达尔瓦》《家庭负
担》等海外新作。

在北影节看电影，有不少仪式性
的特殊体验。放映中，很少受到手机
屏幕光亮的打扰，观众大都凝神屏气
地静静欣赏；放映后，片尾工作人员
名单出现时，也无人离场，耐心地等
待滚动字幕结束；当影厅亮起，全场
影迷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对每一位
幕后人员致以最大的敬意。至此才终
于完成这场观影的全部流程。这是专
属于电影节的仪式感，也是每位影迷

心照不宣的仪式。
一些场次专门设有映后交流环节，

与来到现场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
人等片方人员深入交流。我有幸抢到了
《香魂女》放映后交流场次的影票，年
逾80岁的谢飞导演来到现场，回忆了
30年前电影走向世界、摘得柏林金熊
奖的辉煌时刻，也分享了如今“修旧如
旧”的现代影片修复技术，映后不少影
迷排队举手等着向导演提问，在你来我
往的提问之间，流动着真诚与热爱。

身处文化资源充沛的首都，除了4
月举办的北影节，还有全年不同影院举
办的大大小小的电影周，诸多民间组织
的观影团点映活动都是我观影的好去
处。还有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的艺术电
影，每月末发布的片单成为最让我期待
的环节，辗转地铁公交去小西天、百子
湾的经历也构成了我独特的观影记忆。

我与北影节的相遇，始于来北京读
书。但看电影的爱好，却是很早就开始
了。喜爱电影，是因为电影能让人暂时
忘记现实生活，沉浸于他人的生命体验
中。正如导演杨德昌所说：电影发明以
后，人类的生命延长了3倍。通过观
影，体验片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将自己
的感性思绪、理性判断投射于此。在电
影中，向外探索更广阔的人生，向内寻
求自我的和解。然而当切片式的电影解
说风靡短视频平台，沉下心来看完一场
完整的电影似乎也成了快餐时代的奢侈
品。

有人说，在网上有片源的电影，为
什么还要专门花钱去影院看呢？

其实，有些电影天生是为大银幕而
生，影院中独特的观影仪式感也是无法
复刻的。短暂的两个小时，和影厅几
十上百位观众一起面对着银幕，一同
与影像中的角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实现情绪的同频共振。影院的集体观
影，将看电影这样一个私人化的观影
体验变成了影迷的群体狂欢，让本不
相交的人生轨道短暂汇集，在陌生的
空间中萌生出因缘际会，这本身也是一
件奇妙有趣的事，是影厅这一公共空间
的精神价值所在。

草长莺飞，万物生长。这是北京
的春天，也是北影节的春天。走过夏
夜、秋风，时隔3年，北影节再次于
春日重启，“春天来北京看最好的电
影”这一口号终于回归。期待明年再
度与北影节相聚，热爱永不散场，再
会又是春天。

在春天，与北影节相遇
朱润楠

我爱樱桃。樱桃这种可爱的水果，
身上集中了很多个“最”。

最早熟的珍果

樱桃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栽培
历史。《说文解字》说：“莺桃，莺鸟所含
食，故又名含桃。”《本草纲目》又说：

“其颖如璎珠，故谓之樱。”樱桃最早因
莺鸟喜含食因而名叫“含桃”和“莺
桃”，又因它圆润美丽如璎珠，后来就
逐渐叫“樱桃”了。

樱桃是我国北方落叶果树中成熟
最早的果品，正如后梁宣帝在《樱桃
赋》里所吟咏的那样“先百果而含荣”，
在立夏时节最先应时上市，有“百果第
一枝”的美誉。也正因这样，它在古代
国家礼仪中承担着“荐新”的重要作
用。“荐新”，就是将新得的收获献祭于
神灵、祖先。樱桃最先上市，又色美、味
佳，当然要供奉于宗庙社稷之前。《礼
记·月令》记载：“是月也，天子乃以雏
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

最昂贵的水果

到了汉代，樱桃不仅仅是祭祀祖
先的珍果，也成为皇帝对大臣的珍贵
赏赐。《拾遗录》记载：“明帝月夜宴赐
群臣于照园，大官进樱桃，以赤瑛为
盘，赐群臣。”将珍贵的樱桃与群臣分
而食之，这既是笼络臣下的政治手段，
又为宫廷娱乐增加了风雅趣味。

唐代时，樱桃更加受到追捧。唐中
宗游览樱桃园时，曾“引中书门下五品
以上诸司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尝樱
桃，便令马上口摘，置酒为乐”。意思
是，皇帝让这些大臣们骑着马在樱桃
园里逛，直接用嘴噙着枝头的樱桃食
用。唐明皇也曾让大臣们口摘樱桃食
用，看来大唐盛世的皇帝们，真的是行
事潇洒，不拘一格。

唐代还有“樱桃宴”。樱桃成熟的
时节，恰好是唐代的春榜前后。新进士
们在金榜题名之后，按照惯例，一共要
举行九场宴会。“樱桃宴”排在第五场，
历史记载，“新进士尤重樱桃宴”。白居
易中举多年以后，还写诗回忆，“相思
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可见

当年的樱桃欢宴一直保留着美好的记
忆。

最迷人的喻体

说到白居易，他还奉献了一个使用
率颇高的成语呢。时至今日，形容美丽女
子的红唇，仍常用“樱桃小口”一词。“樱
桃小口”就出自白居易的诗句。白居易家
里有两位色艺俱全的家伎，樊素善歌、小
蛮善舞。白居易有两句诗赞美她俩：“樱
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这个词用得太熟稔、太信手拈来，我
们往往忽略了它本身的美感。细细想来，
樱桃这个喻体可真是迷人。“最迷人的喻
体”，这话不是古人说的，是我说的。成熟
了的樱桃真是好看，珠圆玉润，剔透晶
莹，宝石一般。还是白居易的诗写得好：

“荧惑晶华赤，醍醐气味真。如珠未穿孔，
似火不烧人。”用这样的晶莹、红润、芬芳
的事物去形容女子的红唇，多么自然、贴
切，又多么迷人。

齐白石把樱桃的颜色称为“女儿口
色”，他曾经画了一幅樱桃，题句道“若叫
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诗句有
点醉人——他的一幅樱桃画，居然拍出
了2000多万元的天价！拍下它的人，或
许也正是被樱桃迷醉了。

最家乡的情味

上文提到的樱桃，都是指土生土长
的中国樱桃。中国樱桃果皮薄，果肉柔
软，不耐储存，古人们开发了很多种樱桃
的吃法来留住这珍贵的美味。《本草纲
目》记载，“盐藏蜜煎皆可食，或同蜜捣作
糕食，唐人以酪荐食之。”

现在的市场上，中国樱桃似乎没有
近年的新品种欧洲甜樱桃受欢迎了，如
今人们最常吃的红灯、美早、拉宾斯等大
樱桃都是欧洲甜樱桃的品种。

“五一”假期终于能回到山东老家，
家乡除了亲人朋友令我牵挂思念外，还
有很多“家乡味”，丝丝缕缕地引逗着思
乡情。我的家乡也出产很多品种的优质
大樱桃，但最惹人思念的还是爷爷家门
前的一树小樱桃，在这时节归家，吃上一
口新摘的小樱桃，才算是尝到了地道的
家乡情味。

樱桃之“最”
刘菲

4月 30日上午，江苏省扬州市
江都区丁伙新世纪广场上热闹非凡。
民歌表演、古筝演奏、评话演绎、汉
服展示，精彩的节目拉开了2023中
国丁伙首届花朝节帷幕。市民、游
客、专家、客商汇聚江都区花木名镇
丁伙，共品花朝文化、共赏田园风
光、共谋产业发展。

丁伙镇的老百姓几乎家家种花
木。相传商代末年起，每到农历二月
十二，家家户户会把红布条、红纸条
系在家前屋后的花木枝条上，祈祷一
年花红柳绿、枝繁叶茂，适逢丁伙庙
会，节日气氛绵延数日甚至一月有
余。这一传统逐渐演变为丁伙地方习
俗，称之为花朝节。

“丁伙花朝节源于殷商，兴于隋
唐，盛于清朝。”江都区政协委员，
丁伙镇副书记奚栋梁介绍，“随着时
间的推移，花朝节纪念意义逐渐淡
化，但活动的内容却不断丰富，主要
有赏红、赏花、植苗木3大类。花朝
节起，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开始一年
一度的花木栽种、移植、嫁接。”

“花朝节饱含人们对一草一木的
钟爱，我们首届花朝节更是在此青绿
中融入国潮之‘彩’，让现代花木产
业与传统历史文化相得益彰。”奚栋
梁兴致勃勃地讲起此次花朝节中的国
潮特色。主会场外专门设置了 4个

“分会场”，地点均选择凝聚丁伙花木
产业特色的场所，可以在古典园林赏
千年紫薇、着汉服巡游，在风景竹苑
听竹叶窸窣、诵国学经典，在花朝集
市做花木盆景、看木偶演出。

双华村的村民韩长宝今年 60
岁，种植花木已经35年，是丁伙镇
有名的花木种植大户。得知镇上要办

“花朝节”，他提前一个礼拜就邀请亲
朋好友来自己家。当天，韩长宝领着
亲友观看节目表演，品尝农家美食，
浏览田园美景，非常自豪。

“这条‘金龙’舞得好，不仅有
心气还长精神”“我喜欢这个古筝

曲，听着就舒服”“那个评话段子讲
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开幕式的
广场表演充满古风今韵，博得群众掌
声不断。乡村振兴龙舞、扬州弹词开
篇《小康的鱼》、传统民俗表演《花
担舞》、扬州评话《幸福丁伙路》、扬
州清曲《芍药花开》等节目，国风特
色鲜明，喜庆热闹，个个精彩。

在丁伙朴园内，红、橙、粉、
蓝、黄，一群着古装的“花神”款款
游走，穿行徜徉在园林之间，浓绿衬
得五彩更加灿烂夺目，“十二花神落人
间，一半风雅一半仙”，惹得游园的小
姐姐们纷纷换上汉服、戴上花冠，与
美景融为一体，尽显生活美好。

“我还要再来一次”，摆好箭壶，
标好距离，投壶游戏自此开始。孩子
们纷纷拿起投射箭跃跃欲试，乐此不
疲地一试再试，掷出的木箭伴着欢声
笑语飞向箭壶，生疏的技巧盖不住投
壶的乐趣，投壶成功获得的紫色印章
成了他们努力的目标。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
皆要……”在大禹风景竹园内传来琅
琅书声，一群身着汉服的孩子们正共
同吟诵《弟子规》，周围游客纷纷驻

足，轻声附和。
“今天最大的收获，不仅是节庆活

动带来的高兴，还有能够在家门口参加
花木发展论坛。跟花木种植的专家、学
者面对面交流，才知道花木种植还有很
多路子可以走。”韩长宝意犹未尽，翻
开随身携带的本子，上面的笔记密密麻
麻，“优化种植结构”“搭建网络平台”
被他着重圈起。“这就是接下来要研究
的路子，很多花木种植户在网上分享种
植经验、销售自家花木，我也想这样
干。”

“丁伙是中国花木之乡，全镇有花
木林地 3万多亩，精品苗圃场 200多
家，培育出800多个名特优花木品种，
是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丁伙镇党委
书记袁平表示，全镇从事花木种植近
4000户，具有园艺专业技术职称的近
百人，年销售额超过7亿元，“举办花
朝节，就是以花木为媒介，吸引更多的
花木农户、商户、客户聚集融合，促进
花木产业提档升级、花木市场发展壮
大。”袁平说，不仅要擦亮“花木名
镇、工业重镇、文旅强镇”的名片，还
要以“花朝节”推动全镇城乡融合、产
业融合发展。

当花木之“绿”融入国潮之“彩”
通讯员 丁玲 李彬彬 吴宇凡

山有峰顶，海有彼岸；花开满
城，坊巷阡陌。

“五一”期间，各式各样的“国
潮”旅行新玩法，在游客们踏入“有
福之州”福州的那一刻，悉数出现在
眼前。

福舟轻摇，福水轻漾，首条“福
舟悠游”精品线路——“西湖—白马
河—东西河”航线正式开通，串联起
西湖、三坊七巷、三山两塔、五一广
场等福州著名地标与景区。

“吹着湖风，慢享湖畔，不知不觉
沉浸在这安静朴实的生活节奏中，感
觉每一处都是风景。”泛舟内河，穿过
白墙黑瓦，欣赏着随船的古风演艺，
远道而来的山西游客郝君忍不住随着
水中的波纹和耳旁的琵琶声轻轻摇摆。

与此同时，福州传统非遗项目也
被搬到景区现场，传统文化与潮流文
化相互碰撞，为游客打造了一场沉浸
式“非遗盛宴”。

“这一只依嫂，伊厝就住在这
间，人生漂亮，年纪后生，鼻刀做卓
卓，眉毛做弯弯……”经典闽剧人物
形象“贻顺哥”和“道士婶”亮相福
州市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充满浓浓
闽味的人物装扮与通俗易懂的风趣语
言，一下子就抓住游客们的注意力，
引得大家鼓掌连连。

在游客眼里，悠悠的闽剧韵律荡
漾在上下杭的桥水之间，亭亭玉立的

“闺阁小姐”、幽默诙谐的“贻顺哥”
和“道士婶”，似从古代穿越而来。

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书
记、国家一级演员林颖介绍，近年
来，在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下，
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每年在不
同景区、社区已开展“闽剧进景区，
文化惠民生”演出近百场，吸引了许

多海内外戏迷游客。
历史、现代、建筑、商业、文

化、艺术……在无界融合的福州市烟
台山文旅漫步街区举行的“烟山制造
嘉年华”也解锁了“国潮”新玩法，
推出了“字游字在”“烟火书写”“街
头艺术节”“超级品牌日”等一系列

“国潮”活动，让游客直呼遇见了不
一样的烟火气、文艺范、潮流感。

其中，以国风为主题的“字游字
在”文创市集最受游客喜爱。走进市
集，一个个国风满溢的摊位，呈现了
传统文化与时尚创意的融合；一个个

“烟山制造”定制版文创产品，成了
游客市民们的“心头好”。大家边逛
市集边打卡，深入体验了沉浸式“赶
集”的乐趣。

不过半日光阴已是入夜，游客们
仍不舍离去。“溜溜福州”后备厢市
集接着开市，一辆辆私家车整齐地排
列成行，后备厢挂起氛围灯、支上

“招牌”幕布，立刻变身微缩版的创
意小店，也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
红地”。

“跟我们往常逛过的市集不同，
这一个个后备厢‘装’的是福州鼓
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长乐
六城区各具特色的文旅文创产品，真
的是太有趣了，好看又好玩。”来自
山东的游客陈美兰逛得不亦乐乎，开
心地说。

朝阳初升，又是一日。“以潮制
造”三坊七巷·东百民俗文化节、

“榕城寻福记”上下杭沉浸式互动游
园会、“梦入大宋·古韵花灯”剧本
主题游园会……“五一”遇见“国
潮”有福之州，是风光，更是文化；
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是传统的，
更是摩登的。

“五一”遇见“国潮”有福之州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是我想要寻找的诗和远方！”5月1
日，“五一”假期第三天，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纷纷涌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他们或游览“仁、义、礼、智、
信”等形态各异的侗族鼓楼，或对花桥和
传统牛耕“情有独钟”，特色美食、民族
服饰、非遗体验等更令他们流连忘返、乐
在其中。

期间，黔东南州政协委员，“彦婷刺
绣”工作室负责人陆婷来回奔波在黎平县
的肇兴、翘街两地。“‘五一’人气实在
太火爆了，我们和专业设计师合作打造的
充满国风的侗族创新产品，深受游客喜
爱。”作为黎平有名的侗绣高手，陆婷从
10多年前帮人销售绣片时便意识到，民
族传统刺绣要革新，主动融入现代生活，
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于是，她将侗族刺绣图案植入日常生
活用品中，小到女性喜爱的耳环、戒指、
手包，大到桌布、抱枕、服装，这些实用
性与艺术性兼备的国潮产品在“五一”期
间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线上线下十分
畅销。“我们还运用基地+研学、基地+电
商等模式进行推广，有的游客还会在店员
帮助下，自己设计制作‘民族文化+国
风’的文创作品，记录美好，留下念
想。”陆婷笑着说，“非遗传承，不仅是技
艺的传递，也是爱的传递。当传统非遗遇
到国风，定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穿过如织的游人，挤进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银匠村”工坊，叮
叮当当的敲击声不绝于耳，不时有游客驻足拍照、购买银饰。

黔东南州政协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饰锻造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王国春正是游客们摄影的主角。只见他一边制作苗族银
饰，一边诉说着“非遗+国潮”之风的盛行：“民族工艺品是民族
文化的精髓，传承不守旧地加入国潮元素，用自己的专业设计出更
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我有信心把非遗文化传承好、守护
好。”在他身侧，苗族绣娘们同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设计巧
妙结合，一系列具有少数民族元素文化创意的产品不断推出，亦是
众多游客追捧的“潮品”。

“银匠村”不远，古香古色的丹寨万达旅游小镇，也是“五一”
期间很多游客喜爱的打卡地。蜡染围巾、蜡染帽子、国风鸟笼制作、
古法造纸、苗族刺绣、国风油纸伞等苗族传统非遗体验项目和推陈出
新的国潮文创深受游客青睐，小朋友在这里既能够体验精湛的非遗技
艺，亲手制作自己喜爱的手工艺品，还能获得不少传统文化知识。

到了晚间，中国·台江2023年“苗族姊妹节”开幕式更是将
人们对非遗文化的向往推向高潮：《苗风T台秀》《筑梦苗乡》《舞
蹈绣娘》《燃情台江》《反排木鼓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型无
人机表演与苗绣、苗歌、舞蹈等非遗文化结合，给现场观众及网民
朋友带来了视觉盛宴，获得国内外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以展示
歌舞、服饰、游方，吃姊妹饭和青年男女交换信物等为主要活动内
容的苗族姊妹节，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久远，传播
广泛，现在作为国潮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大众面前精彩呈现，
既是‘复活’‘重生’，也是使命和机遇，下一步，我们会坚持守正
创新，让非遗之‘妙’成就国货之‘潮’，带动非遗产品获得更多
年轻受众的喜爱。”黔东南州政协委员，台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潘年景深有感触地说道。

传统与现代融合，传承与创新并举。近些年，黔东南州依托丰
富、优质的非遗资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以保护、传承、利用
为主线，以苗年、侗年、姊妹节等活动为契机，积极促进非遗与旅
游“联姻”、非遗与国潮“互动”，擦亮“民族原生态·锦绣黔东
南”文化名片，在国潮、文创等加速助力中迎来春天。

（作者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办秘书一科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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