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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印象舌闲时代休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雪山

暑期是户外运动的高峰期，北京
大学山鹰社（学生登山协会）也刚刚完
成了他们今年的雪山攀登活动——登
顶海拔6220米的萨力依阿其峰。

作为北京大学登山队的老队员，
萨力依阿其峰不是刘永欣登顶的第一
座雪山了，进入社团第二年、第三年以
及2021年的两峰连登，他都在登顶队
员的名单内。“我个人的攀登成绩还不
错！”刘永欣自豪道。

“目前国内的雪山攀登运动参与
者，以两个群体为主。一个是社会群
体，另一个就是学生群体。”登山运动
员、极限运动摄影师宋强向记者介绍
道，“比如清华大学学生山野协会、中
国人民大学‘自游人’、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凌峰社’、厦门大学登山协会等
等，从2000年以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起来，是户外探险、雪山攀登一支很重
要的新生力量。”

宋强在做登山教练的过程中了解
到，例如北大山鹰社这类的学生登山
社团，是只要爱好户外、喜欢登山都可
以参加的，不局限于体育相关专业学
生。刘永欣就是这样一个爱好者，他来
自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攻
读的摄影测量与遥感方向，今年毕业
后已经入职中国科学院从事相关研究
工作了。

刘永欣直言，自己之前就对户外
运动很感兴趣，硕士考上北大后就了
解到学校有这样一个社团，于是笃定
入学后一定要加入山鹰社。“山鹰社内
有一个很完善的培养体系，入社后我
一步一步接受培训和挑战，从一名‘小
鹰’逐渐成长为老队员‘大鹰’，这个过
程中也在慢慢积累经验。”

而资深极限玩家宋强，就属于雪
山攀登的社会群体，他还有一个身份
——全球百位完成“7+2”极限探险活
动者之一。每次说起这足以令户外爱
好者仰视的成绩，宋强却显得云淡风
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雪山。”宋
强说，自己也是从大学时期参与徒步

穿越神农架的活动，爱上户外运动的。
“当时给自己制定了很多目标，比如一
定要登顶一座雪山，甚至把登顶珠峰
作为终极梦想。”而直到真正完成了

“7+2”再回头看，他发现相对于登山
过程带给自己的体验，其结果并没有
那么重要。

“现在我希望能放更多精力在做教
练和公益讲座上。”宋强希望能够通过
分享自己的经验来引导户外爱好者们
科学、安全地登山，“雪山攀登一定会继
续，但我也要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从“攀登高峰”到“攀登自我”

在宋强看来，登山带给他最大的
感受，是在过程中对自我能力的认知。

“只有对自己的能力和高海拔运动的
风险有准确清醒的认知，登山的安全
性才能大大提升。”

“有时候，人在特定的环境或者状
态下，要懂得示弱。”宋强的理念，与山
鹰社成员们不谋而合。雪况、天气、海
拔……面对众多复杂多变的情况，攀
登者在出发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可即便如此，突发状况有时也接
踵而至。“其实我们原定计划是攀登扩
扩色勒峰。”北大山鹰社原总队长潘昊然
说，路线是出发前一周临时改换的。“虽
然之前做了很久的研究，但扩扩色勒是
一座未登峰，出于安全考虑，新疆登山协
会拒绝了我们的申请。”

当时赴新疆的行程和登山准备工
作已安排完毕，队员们便只能从喀什
地区选择其他山峰攀登。即便有着详
细的攀登路线，队员们也通过卫星地
图对其近5年来的地形雪况等作了了
解，萨力依阿其峰也因为资料相对缺
乏给攀登带来不小挑战。

比如适应性训练过程中，队员们
经过的一条河在早上出发时水位比较
低，可以轻松跨过，而下山时由于被太
阳晒了一天的冰川融化，导致河水水
位上涨严重而无法过河。“好在我们准
备了铝合金梯子，在沿着河流寻找到
一处相对能够空身冲跳过去点后，派
一名男队员冲过去，跑回营地把梯子

运过来，解决了大部队渡河问题。”刘
永欣说。

“还有冲顶那天，队员们刚出发半
小时就下撤了。”潘昊然回忆说，当时
遇到了雪崩地形，敲掉板状雪表面那
层壳后发现下面的雪非常松散，如果
大部队一直沿着这条这种路线往前
走，可能会把上面那层板切断、整体下
滑，就会导致雪崩。“这种雪况有两三
百米的长度，雪量太大，教练和老队员
商量之后决定下撤，改换冲顶路线。”

基于自己所学的专业，承担后勤
队长职责的刘永欣这次登山携带了无
人机，一方面可以帮登山队拍一些风
光大片，另外一方面还能承担侦察工
作。“在之前进行探路时，无人机的侦
察视野已经覆盖新冲顶路线的一半以
上了，为我们第二次冲顶提供了非常
有价值的影像资料参考。”刘永欣说，
户外运动要尽可能多地做应急预案和
备案，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就把其中一
个应急预案调用起来。

“虽然对于普通攀登者而言，一座
雪山一辈子可能就来一次，是否能登
顶显得尤为重要。”宋强说，有些登山
者会由于第一次登顶雪山时运气好，
没有遇到太多突发状况，而产生“登山
这个事也没那么难”的误区，容易在后
续的登山中低估风险。“爬的山越多、
遇到的问题越多，心境会从一门心思
要登顶，转换成感受登山时经验和技
术的提升，甚至每一步的体验，完成从
攀登高峰到攀登自我的转变。”

将登山精神融入热血

2003年，中国业余登山队在专业登山
机构和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成功登顶珠峰，
完成了我国现代登山运动走向社会化的一
次成功尝试。“从那时起，便有了‘不畏艰
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这高度
概括的16字登山精神。”西藏自治区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新会说。

“登山精神要从两个层面去阐释和研
究，不局限于登山运动本身，也是体育界乃
至全国各行各业学习的时代精神。”王新会
就此谈到了这几年西藏登山行业的发展。
登山运动所能挑战的极高山峰大都在西
藏，因此，西藏高山协作、高山向导市场发
展潜力巨大。作为全国唯一一所登山学校，
西藏登山学校近年来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
水准的高素质高山向导。“高山攀登是一项
极具科学性的运动，如何保证更安全地登
山，民间、官方，包括国际的登山组织都在
研究和探索。”

同时，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等高山集
中的省份，近年来在登山运动方面也在加
强协作。“这也是我们国家登山事业发展、
建设体育强国的一个趋势，这个过程中，登
山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

正如潘昊然所说，从日常训练和登
山时共同克服困难中产生的队友感情的
强链接，是登山运动非常吸引人的原因。

“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
峰”的登山精神，也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
攀登者的热血。

去攀登吧去攀登吧，，因为山在那里因为山在那里！！
本报记者 李冰洁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
钟，走如一阵风。”太极功夫扇气势磅礴的配乐
一响起，就吸引了夏令营留学生们的目光，整场
游园会中，当属中国武术分区人气最为火爆。

近日，2023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青少
年“汉语桥”夏令营及第22届“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北京语言
大学举行。近100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260名青年和来自120国的138名选手，齐聚在
北京语言大学的“来园”，参加一场特别的“游
园会”。

在以“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为主题的游园会
中，设有传统乐器演奏、民歌演唱、传统服饰体
验、传统武术等多个有趣的分区。待营员们在流
觞曲水间欣赏完一曲潇洒的古琴演奏，伴着欢快
的民歌走过拱桥，一招一式间翩翩挥动的“红色
身影”立刻闯入视线——节奏铿锵、身姿灵动的
太极功夫扇表演开场了。随着功夫扇整齐利落地
开合，营员们也被牵动着神经，发出一阵阵惊
呼。“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一曲
毕，北京语言大学体育教学部胡晓琛老师和她的
学生们庄重地合上手中的太极扇，向观众们行注
目礼。似是被这近距离的气势震慑住了一般，沉
吟一秒后，四周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太帅气了，我们也想学！”一旁围观的营员

跃跃欲试。
“好呀，大家一起聚过来，我简单教大家

两招。”胡晓琛说着拿出准备好的功夫扇，分
发给身边的营员们。“用虎口紧贴扇把，大拇
指和食指紧扣扇子的一侧，手臂伸直、手腕发
力，用扇子朝自己的方向甩。”胡老师边说边
演示着开扇的动作，“啪”的一声，扇子平稳
地展开。

营员们纷纷模仿着老师的动作，只听“哗
啦”几声，几位营员成功打开了扇子，另外几位

“用力过猛”将扇子甩到了地上。“没关系，第一
次已经很棒了，多尝试几次一定能学会的。”说
着胡老师继续演示着。十分钟过后，营员们竟能
跟着音乐完成前两式动作了。

“我一直特别喜欢中国功夫。”一直在前排学
习动作的俄罗斯女孩说，“太极功夫扇对于我来说
很新奇，动作很美。”她还将手机交给旁边的中国
学生，拜托她记录下自己学习太极功夫扇的画面。

另一旁的草坪传来铮铮剑鸣，来自北京语言
大学武术队的留学生龙越正在表演太极剑。只见
他腾空跃起，手中的太极剑也在手中翻飞，

“刷”的一声划破空气，有力地刺出。龙越介
绍，他来自非洲马里，也是“一带一路”的沿线
国家。“我从小就喜欢武术，小时候我经常看中
国电影，里面的武打明星成龙、李小龙我都特别
喜欢。”龙越说，自己很小就在家乡学武术，已
经有十年左右了。4年前，龙越带着对功夫的热
爱来到中国求学，并加入了学校的武术队，跟随
教练学习更多武术招式。

“今天带龙越一起来到游园会现场，想向更
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们展示中国武
术的魅力。”武术队程大力老师说道。

“看到这么多外国友人都对我们的传统体育
感兴趣，作为教师，我心里很高兴。”胡晓琛感
叹，“近年来，学校里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专
门来选修武术、太极功夫扇这一类课程。希望能
通过这一类的体验活动和课程，将蕴含在传统体
育中的中华文化发扬下去。”

近日，第22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选手夏令营已抵达广西桂林，营员们将带着
这份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继续领略中国的壮丽
河山。

跨越山海，与“武”结缘
本报实习生 李雨薇

“没想到中华文化历史这么悠
久！”“剪纸太神奇了！”……近
日，2023年追梦中华福建行·华
侨（裔）子弟“寻根之旅”夏令营
在福州闭营，来自印尼、泰国、葡
萄牙、缅甸4个国家的30位华侨
（裔）子弟在10天的活动中收获满
满。

这场由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和
外事委员会、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共
同主办的对外交流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元，既有武术、甲骨
文、中华文化礼仪以及木偶戏等优
秀传统文化课程，也有船政文化博
物院、福州三坊七巷等各具特色的
历史文化遗迹的参观安排，在延续
血缘亲情的同时，让华侨（裔）子
弟深刻感受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传统
的特色文化。

“文化是我们生长的根。我们
虽然身在海外，但一夜乡心两处
同，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祖 （籍）
国，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葡
萄牙淑敏语言文化中心校长韩淑敏
说，“通过这次夏令营，我们可以
了解、学习、传承到祖（籍）国博
大精深的文化，并分享传播给身边

的外国朋友，向外界宣传这里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

“我好朋友的学校有教授中国功
夫的，我一直对此非常向往。这次来
参加夏令营，我终于可以学到中国功
夫了。回去后我还会坚持练，让更多
人能够感受到中国功夫的魅力。”来
自印尼的营员陈宥维有模有样地比划
起招式。

“11年前，我还是学生，第一次
回家乡南安参加夏令营，还与当地学
校的学生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回
忆起首次参加夏令营的经历，来自印
尼的领队老师王汉中至今仍记忆犹
新，“如今10多年过去了，轮到我带
着在海外出生的新生代回来寻根，让
他们知道他们的根在中国，他们的祖
辈就是从这里出去的，非常有意义。”

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主委罗恩平表
示，希望通过夏令营让海外华侨
（裔）子弟感受福建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传统的特色文化，不断增强对祖
（籍）国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
时传承中华民族优良品质，主动当好
祖（籍）国的文化使者，积极推动与
所在国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让更
多的优秀文化相互碰撞。

一夜乡心两处同
——2023年追梦中华福建行·华侨（裔）子弟“寻根之旅”夏令营侧记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
炎陵县民宿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
大会召开，该县民宿行业高质量发
展迈出了新步伐。民宿协会正式成
立背后，凝聚着该县政协委员持续
建言的智慧与力量。

炎陵县素有长株潭“后花园”
的美称，境内有神农谷国家森林公
园以及3A级景区云上大院，是避
暑纳凉好去处。随着越来越多游客
慕名而来，“一房难求”成为该县
民宿行业甜蜜的烦恼，扩容提质升
级民宿产业，也成为该县打造“文
旅康养基地”迫在眉睫的课题。

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期间，钟
卫红委员提交《发展高端民宿产业
助力全域旅游》的提案，建议将民
宿经济纳入全县旅游总体规划，结
合炎帝文化、地域特色和民俗传
承，编制更具可行性的民宿产业规
划设计。县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期
间，炎陵县数字乡村政协委员工作

室驻室委员黄惠群、陈丽君提交了
《关于促进全县民宿经济发展的建
议》，该提案得到县委书记尹朝晖批
示，被列为2023年重点提案。县政
协提案和学联委委员提交社情民意信
息《黄桃产业之后，炎陵县域经济腾
飞下一个“风口”浅思》，提出促进
民宿产业发展是打牢文旅产业发展基
础的关键一招。

委员们的建言得到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办理落
实。目前，该县已有宾馆、民宿等
600多家，床位逾万张；编制《炎陵
民宿》指导手册，进行规范化管理；
将民宿产业发展纳入该县“十四五”
规划，制定了再培育100家精品民宿
的目标。今年以来，该县出台精品民
宿实施方案，划拨专项奖补资金200
万元用于扶持特色创意民宿和民宿产
业集群，推动民宿布局从零星发展向
精品线路、特色板块集聚发展。

（王双 谭林芳）

让民宿成为“诗与远方”的好归宿
——湖南株洲炎陵县政协委员持续助力民宿行业高质量发展

对老饕们来说，秋季真是一个
美好的季节，这时不仅橙黄橘绿、
水果飘香，而且是一种备受推崇的
美食——螃蟹最为肥美的时节。

“秋风起，蟹脚痒”，人们用千百年
来食蟹的经验总结出来，秋天的螃
蟹是最好吃的，民间还有“九月团
脐十月尖”的说法，细致地区分了
母蟹和公蟹最好吃的时候分别在农
历的九月和十月。

诗人、美食家陆游忆念着秋季
的风景与美食：“江头风景日堪
醉，酒美蟹肥橙橘香。”明代诗人
徐渭在《题蟹》诗中说：“稻熟江
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这
些诗句都是说秋季柑橘成熟、稻谷
收获之时，正是吃蟹的最好季节。

据 《晋书》 记载，东晋人毕
卓，是个放达不拘的人，曾经做过
吏部郎，但经常因为饮酒而耽误公
事。有一次，邻居酿好新酒，毕卓
晚上到酒瓮中偷酒喝，被管酒的人
抓获，用绳捆在那里，第二天早上
一看，原来是毕吏部，就赶快为他
松绑，毕卓竟拉着主人在酒瓮旁设
置宴会，到喝醉才散去。他有一句
名言：“得酒满载百斛船，四时甘
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靠谱”
的毕卓，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反复
书写的对象，也许那种放达、快
意，就是诗人们最追求和羡慕的生
活方式。“左持蟹螯右持酒”一
语，更成为了写螃蟹不可离的典
故。徐似道说“持螯把酒与山对，
世无此乐三百年”，杨公远有诗说

“持螯细咀仍三咏，把酒高吟快一
生”，这些诗人们觉得，这就是无
上快意的人生啊。诗人王之道面前
有酒，却无螃蟹可吃，他不禁感叹

“无蟹犹空把螯手”，陆游则说“有

口但可读离骚，有手但可持蟹螯”，
我就该持着蟹螯享受这生活啊！读古
人这些诗句，其中的参差对照也真是
有趣。

令诗人们如此迷恋的螃蟹，长得
却一点也不像美味的样子。人们至今
常常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形容
敢于尝试的勇士。细想想也真是，历
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着实有着几
分不同常人的勇气，能从这遍身甲
胄、八足巨螯的外表下，窥见它们细
嫩鲜美的内在。公认“最会吃”的中
国古人，则在几千年前就懂得食用螃
蟹了。《周礼》中记载用以祭祀的食
物，就有“青州之蟹胥”。

螃蟹吃法众多，宋代浦江吴氏
《中馈录》 中记载了“蟹生”的做
法，“用生蟹剁碎，以麻油先熬熟，
冷，并草果、茴香、砂仁、花椒末、
水姜、胡椒俱为末，再加葱、盐、醋
共十味，入蟹内拌匀，即时可食。”
书中另有一味“醉蟹”，和近年流行
的潮汕生腌做法类似：“香油入酱油
内，亦可久留，不砂。糟、醋、酒、
酱各一碗，蟹多，加盐一碟。又法：
用酒七碗、醋三碗、盐二碗，醉蟹亦
妙。”

明代末年的张岱，是吃蟹的行
家，他认为螃蟹就应该不加调料，吃
它的原汁原味：“食品不加盐醋而五
味全者，为蚶、为河蟹。河蟹至十月
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坟起，而
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螾
蜒。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
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
每到金秋十月，张岱就和朋友、兄
弟、长辈一起约个吃蟹的饭局，名
曰“蟹会”。

眼看又是吃蟹的好时日了，不如
我们也买些螃蟹，温点黄酒，和几位
亲友组个“蟹会”，用这样的仪式感
迎接秋天，共享美食的快乐吧。

菊留秋色蟹螯肥
刘菲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
日前，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在京举行
的媒体通气会获悉，我国首个非物质
文化遗产领域的文化行业系列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
采集和著录》日前已获批准。

该标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起草，主
要用于指导和规范我国各门类非遗代
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和著录工作。

标准对各门类非遗项目应采集、
著录的内容及其相应要求进行了归纳
提炼，既是一份认识非遗项目的“说
明书”，也是一份拆解细化工作任务
的“向导图”，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
双重意义。标准的出台，将有助于
非遗保护机构和从业者正确认知非
遗保护应有的原则理念，在面对形态
各异的非遗项目时，准确把握采集著
录的工作方向和重点内容，提升记录
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
平，助力非遗的确认、立档、研究、
保存、保护、传承、宣传、弘扬和振
兴。我国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下 10 万
余项非遗项目，其数字资源建设管理
工作均可以之为参照，标准的应用前
景十分广泛。

通气会上还透露，第六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工作已进入评
审工作环节。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副司长胡雁介绍，为加强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梯队建设，去年5月，
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了新一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在推
荐申报环节，注重申报人选的代表
性、引领性，注重把握相关非遗项目
的特点，注重调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队伍年龄结构。另外，为严格评审程序，首次在评
审阶段加上了线上答辩环节。目前，各省区市、有关中央
和国家机关共推荐1407人，已经完成了申报材料审核、
确定评审细则、建立专家库等工作，目前正在开展评审。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党委书记、一级巡视
员王永健在会上介绍，自2004年加入公约以来，在国家层
面，我国一直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非遗保护进入系统性保护新阶段。在国际层面，积极履约，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建立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
心，举办各类培训班67期，惠及亚太地区41个国家和地区
逾2600人次；申报42个非遗项目列入《公约》名录、1个项
目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为促进文明对话、开展国际合
作、分享非遗保护经验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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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闲趣闲

闲窗休

登山运动，可以容易到一场说走就走的就近户外徒步体验，也可以
难到挑战“7+2”——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
限探险活动。

从70年前人类首次登顶珠峰，到63年前中国登山队实现人类首次
从北坡登顶珠峰，再到20年前中国业余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今年中
国以“96人”的数字首次成为珠峰南坡攀登人数最多的国家……雪山
攀登似乎变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接地气”。而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登
山”时，几乎每一个爱好者都会告诉你：因为山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