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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运我

尖印象舌

遗故事非

节的礼物季

“这款作品特别好，它的色系、花纹，以及呈现出的独特的整体画面
感，令人越端详越能感到惊喜，能够读懂作品所传达的各族人民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情感。”畲族文创园负责人兰作掇向参观的市民解
读道。

日前，在洋溢着丰收喜庆的美好时节，由闽东中华畲族宫（闽东畲族
文物馆）、“畲设计联盟”联合主办的畲·纹样2023国际创意设计作品展
在宁德市艺术馆亮相，集中展出的包括畲族纹样在内的200多件艺术作
品，令市民和游客久久回味。

“这是畲·纹样2023国际创意设计邀请大赛作品巡展中的一站。赛事
以‘山海宁德·福籽同心’为主题，特邀了国内外一流设计师，以畲族文
化为基础，创作畲族纹样图案，并设计纹样图案衍生作品，就是希望将来
有更多机会与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也期待有更大的舞台将畲族文化展示
给更多人。”兰作掇说。

作为“80后”畲族青年，兰作掇介绍，他的家乡宁德是全国畲族主
要聚居地，畲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千百年来，畲族同胞与各族人
民在闽东这片热土上辛勤耕耘，发挥了无尽的智慧，创造了美丽的家园。

“畲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歌言、服饰、武术、医
药、节俗等源远流长，独具民族特色。”兰作掇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设计邀请赛得到了国内外设计师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每幅作品、每
帧画面，都呈现了每个设计师对民族传统元素的独特解读，也表达了大家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

在他看来，文化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如何把多数时候无形的、静
态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品，设计师们给出了答案，那就
是创意以及衍生出的文创作品。

“如今，我们的作品展不仅开始在国内巡展，还计划在国外进行展
出，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有助于提升畲族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促进民
族文创产业在国际上的交流合作，增进民族间情感的亲密交融，为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贡献一份团结友爱的力量。”兰作掇说。

创意之作 秀出“畲”彩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欢快的音乐，优美的舞蹈，伴随着精彩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梆鼓声声庆丰收》，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日前在济南市历城区华山历
史文化湿地公园正式揭开序幕。在现场边吃边逛边体验的市民和游客纷纷
感慨，秋天的“黄河大集”简直装下了整个山东的好“丰”景。

“黄河大集”品牌活动按照不同的季节主题，设立了春季“春游大
集”、夏季“手造大集”、秋季“丰收大集”、冬季“年货大集”等四个篇
章，旨在借季节交替带动产品文化集群发展。此时正如火如荼开展的“秋
季黄河大集”，以“2023农民丰收节”为主题，设置了山东手造展区、爱
心集市展区、农产品展区、新能源车下乡展区、非遗展演区5大展区，共
有150余个展位上千种商品参展，启幕当天即吸引了近万市民一起“赶大
集”，打造出了“逛黄河大集、品丰收果实、享丰收喜悦”的节日体验，
营造出城乡共庆共享丰收喜悦的浓厚氛围。

“我在济南读书，是第一次来华山，山东的美食真的很赞！”现场，来
自巴基斯坦的学生Azam在美食区流连忘返。

在黄河大集农产品展区，除了莱芜的牛羊肉、长清的菊花茶、南山的
鲜草莓等山东农副产品外，东南亚的水果和海产也摆上了展台，吸引市民
驻足品尝。

“我们闻着香味儿就来了！”不少市民奔着马来西亚进口的猫山王榴莲
而来。尝了一口鲜榴莲、吃了一口榴莲冰激凌，代女士竖起大拇指：“软
糯香甜，正宗猫山王榴莲就是这个味儿！”

黄河大集上，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的地方特色小吃，更有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黄河澄泥陶印章、龙山黑陶等24个山东手造代表
性非遗项目以及历城民歌、柳子戏、庄户剧团、锣鼓、舞狮等“好戏”轮
番上演，热闹非凡，不时赢得阵阵欢呼叫好声。

汉服爱好者李女士早早来到现场，看完演出后又来欣赏非遗展演。
“这里的非遗展演很有山东特色，体验感非常强，文化韵味也浓厚，我既
感受到了传承千载的黄河文化底蕴，又品味到齐鲁大地的人间烟火气。”
她笑着告诉记者。

“太火爆啦！市民竞相而来，人潮涌动，可以看出大家对‘赶大集’
的热情很高。黄河大集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全省农副产品卖向了全国，更
为其走出国门提供了平台。”现场多家参展企业如此感慨。

“今年以来，我们搭建黄河大集平台，利用市集、展会、节庆等各种
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文化+旅游+好品+传播’的模式，为
乡村振兴插上翅膀，为山东好品打开销路。历城区还举办了‘华山庙会’

‘农民丰收节’等200多场黄河大集活动，效果明显，收获满满。”相关负
责人表示，“秋季黄河大集”将持续至11月。这期间，山东将举办山东好
品惠大众、非遗民艺进社区等活动，不定期集中展示展销老字号、非遗产
品、山东手造等优质商品。同时举办“秋季黄河大集”夜市，在城市休闲
广场、景区周边、古镇古街等设置文艺演出、黄河民俗展演、沿黄手造产
品等板块，集聚形成秋季特色“黄河大集”夜集。

“黄河大集”：

绘就山东好“丰”景
本报记者 雷蕾

闲窗休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10月24日，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导演创作
扶持计划第二季“新经典”板块的原创话剧《孔子·游》，在国话先锋智
慧剧场首演成功，受到观众的好评。

舞台上，17岁的孔子高大、俊朗、满腔热血，立志恢复周礼，创建
一个仁爱的世界。但面对他的只是先秦时代的战乱、饥饿、阴谋诡计，他
执剑杀开了一条血路，路的尽头却不是他想要的“大同世界”，而是更大
的杀戮。

剧场中，观众与17岁的孔子站在一起，找寻他灵魂中的“我们”。当
我们坐在剧场里，当我们开始思考，或许可以看到高驻庙堂的孔子的“另
一面”，他跌宕人生的幕后写照。

主创团队介绍，《孔子·游》致力于向观众传达“求道”的过程与意
义。创作者希望观众对于老子所说的“道”、孔子所悟的“道”，都能有自
己的理解，自己的人生感触。

《孔子·游》整体的舞台时而气动山河、时而光怪陆离，无处不透露
着中国传统意蕴的美。如此诗意且梦幻的舞台由专业扎实的导演孙悦倾力
打造。孙悦表示，此次着重利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儒家文化内核，将
影戏、偶戏融入话剧舞台上，孔子一生的故事通过“偶剧”的形式同时展
示于多个舞台空间之中。“视觉呈现则并不需刻意对古风进行写实或者还
原，它追求的是表现出先秦时代的飘逸和庄重。按照表现美学的精神，将
先秦时代的中国古典推上一个全新的层次。”

国话出品话剧《孔子·游》北京首演成功

“露脆秋梨白，霜含柿子鲜”，霜降
时节正值柿子成熟的时候。在我国不
少地方都有着霜降时节吃柿子的习
俗。南方一些地区的民俗还认为，霜降
吃柿子，冬天就不会感冒、流鼻涕。

要我说，霜降吃柿子，第一是因为
应季。有俗语说：“霜降摘柿子，立冬打
软枣。霜降不摘柿，硬柿变软柿。”柿子
一般在霜降前后就完全成熟了，完全
成熟的柿子柔软多汁，不易储存，最应
季的鲜果当然要在这个时候摘来吃
了。第二，是因为柿子的营养价值确实
很高。柿子含有丰富的糖类和维生素，
中医认为它有着润肺、和胃的功能，
《随息居饮食谱》中说“鲜柿甘寒，养肺
胃之阴，宜于火燥津枯之体”，正适宜
秋季进补。

不像其他水果，大多数品种的柿
子是没办法在枝头就变得甜蜜可口
的，都有着涩味，在成熟后也必须要

经过一段时间放置或者是处理。早在
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柿子脱
涩的方法。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中
记载：“柿熟时取之，以灰汁燥再
三，令汁绝，著器中可食。”用石灰
水将柿子脱掉涩味后，剩下的只是香
甜了，就连皇帝也特别爱吃。梁简文
帝萧纲曾在《谢东官赐柿启》里赞美
柿树的品格“悬霜照采，凌冬挺
润”，又赞美柿子的滋味“甘清玉
露，味重金液”，最后给出了特别高
的评价：“灵关晚实，无以匹此。”现
在人们把给柿子脱涩的方法称为“漤
柿子”。用温水、酒或石灰水等把柿
子处理过，就可以避开涩味尽情享受
它的甜美了。

陕西有柿子名品叫“火晶柿
子”。火晶柿子个头不大，无核，通
体变成橙黄时采摘，自然存放月余便
软化熟透，色红耀眼如火球、晶莹透

亮如水晶，故称为“火晶柿子”。火晶
柿子以临潼所出产的最为有名。在西安
读大学的时候，每到深秋，街面上尽是
售卖柿子的商贩农户，一颗颗剔透红亮
的柿子堆在篮子里，给秋天的市集增添
了一抹最亮眼的颜色，任谁看到都想买
几个来吃。买回去吃的过程就更美妙
了。火晶柿子的表皮很薄，极易剥离，
一手托着柿子，另一只手轻轻掐破一点
表皮。一撕一揭，鲜红柔嫩的果肉就在
眼前了，溏心蛋一般的质地，无丝无
核，入口比德芙还要丝滑，带着蜂蜜般
的清香和甜美。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写道：“柿有七
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
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我倒认
为还要加上两绝。

第一，柿子一身都是宝，柿子、柿叶、
柿蒂、柿霜均可入药，柿叶茶和柿子醋尤
其是好东西。柿叶治病在我国古代医药

书籍《本草衍义》《本草再新》《滇南本草》
等书中早有记载。

我的家乡在泰安，泰山西北麓种有
大面积的柿树，人们早就将柿叶做成茶
饮用，滋味不比茶叶差，还有通便利尿、
抗菌消肿等保健功能。妈妈是陕西人，每
年在家依照她老家的习惯，酿造柿子醋。
柿子醋的酿造非常简单，将柿子洗净擦
干表面水分，放在大罐中静静等待发酵
即可，几乎没有什么失败的概率。酿好的
柿子醋清澈透明，色如琥珀，带着天然的
果香，做凉拌菜可谓一绝。

第二，柿子富于美感、寓意美好。北
方秋天最美的景象，大概就是山山寒色、
树叶纷落的时候，碧空下那些老柿树，骄
傲地举着一树红彤彤的果子。这种明艳
亮眼的红色和累累硕果的姿态，正合人
们盼收获、祈吉祥的心愿，又因为“柿”与

“事”“世”等字谐音，古人便将诸多喜庆
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如“事事如意”是
传统吉祥图案之一，由两个“柿子”和一
只“如意”构图，旧时很多地方，大年初一
要将柏枝、柿子（或柿饼）、金橘放在一个
盘子里，置于案上，其谐音为“百事（柏
柿）大吉”。

如今超市里水果琳琅满目，很多人
很容易忽略了最传统的柿子，我自己也
好几年没有尝过它了。又是霜降时节，不
如我们也去买几个柿子，品一品“柿柿如
意”的甜蜜吧。

这个秋天“柿柿如意”
刘菲

“这件作品是由著名艺术家朱
颖人先生书写题名，他是我们阳光
艺术中心的爱心大师。此件作品取
材于西湖十景中的花港观鱼，是为
迎接亚残运会，由残疾人艺术工作
者 在 此 基 础 上 进 行 的 二 次 创
作。”10月 24日，在杭州市南宋
御街与河坊街相交的“清河坊四拐
角”之地——阳光艺术中心，杭州
市上城区政协委员、上城区残疾人
联合会理事长邹倩向记者介绍着。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这套礼器茶
具，处处彰显着浙江的文化底蕴：
壶盖如同亚残运会主场馆“大莲
花”，上面卧着宋韵文化的代表性
物件“金娃娃”，壶身是西湖美景
——花港观鱼的艺术体现，茶杯则
具有良渚文化“玉琮”和中国特色
的“祥云”等元素。

其中，“金娃娃”是国家一级
文物，出土于宋代易学大家史绳祖
和他的继室杨氏的双穴砖室墓内，

在唐、宋、元时期又名“摩睺
罗”，为“送子”吉祥物，多在

“七夕”时用于赠送亲朋好友，也
见证了当时妇女们每年一度乞巧和
求子的时刻。在北宋时期，“金娃
娃”也是家庭尊贵的象征。

“除这套茶具外，这里的所有
作品都是由我们的釉上彩团队创作
的，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每件作
品都表达了不同的吉祥寓意。”邹
倩介绍，釉上彩是从明代釉下青花
彩 绘 延 伸 而 来 ， 是 指 在 经 过
1200℃至 1300℃烧制的白瓷上，
进行着色创作，后又再次入窑以
800℃温度烧制完成。由于是在釉
面上创作，色彩表面颜色丰富，表
现力极强，绘制的纹样突出釉面，
摸上去手感清晰可辨，令每件作品
都独具特色。

“来来来，你也亲手体验一下绘
制的乐趣。”跟随着邹倩的步伐，记
者来到阳光艺术釉上彩团队工作区

域。此时，以听障人士为主的残疾人艺
术工作者正在无声的世界里，全身心
地投入到作品制作中。他们一笔一画
地精雕细琢，做出满意的作品，每天还
会向来往的宾客展示釉上彩的创作和
制作过程。

在二楼拐角处，由阳光艺术的残
疾人艺术工作者团队共同创作的以
20国国家国花为代表的G20花瓶吸
引着记者的目光。只见，每个花瓶上
都标注了国家的类别和国花的名称，
也是以釉上彩技艺制作为特色。这批
G20花瓶的创作用时3个多月，由13
人合力完成。他们每个人都是肢体、
听力等不同类别的残障人士，通过花
瓶的创作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
体现出了残障人士的精神风貌。当这
些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来访外宾
时，也有外宾主动来店，自掏腰包购
买、收藏画有本国国花的瓷瓶。

为更好地迎接亚运会、亚残运
会，阳光艺术中心制作的伴手礼作

品，获亚组委指定授权为亚运的瓷器
类品，被冠以亚运元素和防伪商标。

在阳光艺术中心的店铺里，游客
还会被残障人士创作的旅游纪念品所
吸引。“在这里，有很多残障人士将自
己创作的第一件作品标价一元。当看
到一件件作品卖出后，他们生活的信
心和人生的希望也被点燃了。现在有
很多爱心企业，像浙勤集团就向我们
订购了大量的旅游纪念品。”邹倩说。

2020年12月，上城区听障书画
艺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陈巍还向杭
州亚组委（亚残组委）捐赠了45个
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青玉国礼杯，成为
亚组委（亚残组委）收到的第一笔个
人艺术品捐赠，受到了高度赞扬。

“如今，阳光艺术中心也已经形成了
以残障人士技艺培训、作品展陈、文
化艺术交流、创业就业为一体的文创
孵化平台。”邹倩说。

残疾人艺术工作者：

“绘”就亚残运会的别样精彩
本报记者 鲍蔓华 徐金玉

“沸腾了，全场球迷合唱”“体操运动员出
场方式好有趣”……杭州亚运会已闭幕半个
月，但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依然人气不减。这
个承担了足球、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
水球5个项目比赛任务的大型场馆综合体，如
何将竞赛保障与观赛氛围同时“拉满”？为解
答疑问，记者日前采访了场馆相关工作人员。

提升体验感，秘密在“体育展示部”

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包括黄龙体育中心体
育场、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在体育馆，竞技
体操选手出场时的动态肖像给了观众很大震
撼，网上出现热评“这届DJ是懂出场的”。

黄龙体育场、游跳馆体育展示制作人赵阔
表示，屏幕搭建、灯光音乐、动态肖像等都是
体育展示工作的呈现。每次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体育展示领域都会“绞尽脑汁”设计方

案，更好地服务于展示需要。“早在亚运会筹办
之初，团队就提出了动态创意。我们希望运动员
一亮相就能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也考虑了高层观
赛观众的感受，希望他们能看清运动员的面容。”

为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竞技体操，体育展示
部还耗时两个月，制作了由浙江籍运动员出镜的
短片，涵盖训练镜头和往届亚运会风采。赵阔介
绍，“短片看起来像微电影一样，帮助观众迅
速、直观地了解竞技体操的各类项目。”

体育展示对于调动现场气氛具有关键作用：
当中国男足亚运队5比1战胜印度队时，全场3
万多名观众开启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当中国
女足亚运队摘得铜牌时，现场响起 《铿锵玫
瑰》。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新闻发言人徐家伟
说，体育展示是一项系统工程。“运动员入场希
望场上‘热’起来，比分落后时希望给些激励。
气氛调动要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区间。”

场馆“换装”不留一颗螺丝

因先后承担多项比赛，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
有重要的转场任务。“9月29日竞技体操结束之
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转场。”黄龙场馆群体
育展示和颁奖仪式主任张英表示，当晚7点，30
多位拆卸工人进场工作，加上大会工作人员、志
愿者，最高峰场内约有200人同时作业，一直干
到了凌晨2点。最后清场，大家要确保一点木
屑、一颗螺丝都不能留下。第二天一早便开始新
场地的铺设、线路调整以及灯光、音响、播报的
联调联试。“仅用了30个小时，我们比原计划提
前6小时转场到蹦床比赛项目。”

张英还透露一个细节：只要有比赛，工作人
员都需提前到场，若是上午，不少人早上5点多
就从家出发赶来，晚上离场已是深夜。徐家伟
说：“虽然工作强度大，但大家没有一句怨言。”

随着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频频“出圈”，体
育展示部也跟着“火”了一把。张英说，场馆群
内部也在“暗暗较量”——哪个场馆更受欢迎、
哪个现场氛围更好，“有了体育展示工作的‘竞
争’，也就有了大家看到的精彩。”

亚运会“气氛组”是怎么炼成的？
——黄龙体育中心场馆群“出圈”背后的故事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佳琪 杜晓航

近日，杭州亚运会圆
满落下帷幕，但其精彩瞬
间依旧让人心潮澎湃。其
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
亚运礼仪员们身着的融汇
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颁奖
礼服。而这套礼服，正是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美术学院设计
艺术学院教授吴海燕与其
团队的智慧结晶。在设计
之初，吴海燕便透露了她
的愿景：“在服装上展现西
湖美景，凸显杭州特色。”

女颁奖礼服的色彩从
亚运总色彩主题而来，选
取了虹韵紫、月桂黄、水
墨白、湖山绿，组成了新
的寓意。以月桂黄为礼服
领肩部色彩，从上至下、
从左至右进行色彩渐变。
礼服样式为中式领口、西
式裙片融合，各种景点也
被巧妙地融入图案设计
中。下部分形成三条“霞
卷”线条，蕴含了“三之
道 ” —— 钱 潮 奔 腾 之 浪
道、亚运竞技之赛道、城
市发展之轨道。

礼服上运用了中国传
统的提花工艺，呈现出面
料肌理的视觉效果。这种

提花工艺的应用，既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又为礼服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美感。“提花的样式设
计是服装制作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之一。”吴
海燕说，为了实现最佳效果，团队试了10多种不
同的提花效果，花了数月时间才确定了最终方案。

除了传统提花工艺，团队还采用了“高科技数
码”专项定线定织定位定图的织造工艺，展现出中
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让服装透气、
舒适、挺括，整体呈现东方范式。

旗手男礼服的设计也颇具心思。礼服色彩来源
于亚运色彩“月桂黄、水墨白”，上下皆白，配以
橘黄、浅黄象征丰收景象渐变色的领带点缀，彰显
了中国传统的儒雅与现代时尚的简约风格。

“这些服装的设计主题为‘云舒霞卷’，不仅凸
显了杭州韵味，演绎了亚运会的健康活力，展示了
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卓绝，更传递了中国尊重‘文
明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的文化底蕴。”吴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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