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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宽阔的水泥道路、干净整洁的人居环
境、集中连片的一米菜园……从搬进新昌县儒
岙镇生态搬迁集中居住区后，石磁村路基坑自
然村村民杨炎军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我们从
偏远的山村搬进了集镇，现在住得好，去买菜去
医院都很方便。”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儒岙镇秉持
“搬得出、住得下、过得好、精神富”的共富生态
大搬迁理念，结合闲置资源激活、公共服务提
升、精美集镇建设等，高质量谋划生态搬迁的

“后半篇文章”，满足村民生活、就业、娱乐等多
重需求，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共同富裕的发展
红利。

浙江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路基坑和油竹自
然村地质灾害隐患突出，人居环境较差，生活条
件艰苦。自2021年8月生态大搬迁启动征迁
工作，儒岙商会成员单位和住镇政协委员、新乡
贤积极开展入户走访，进行集中宣传讲解3次，
协助解决困难20余个，帮助群众逐步搬出偏远
山村。

儒岙镇积极发动住镇政协委员、新乡贤开

展实地调研，凝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合力，详
细了解石磁生态大搬迁以及闲置资源利用情况。
住镇政协委员以“民生议事堂”为重要抓手，组织
专项活动，为打造“一米菜园”等事项积极建言献
策，让各搬迁安置户离开故土也能拥有自己的“一

方天地”。住镇政协委员与镇村建办、两美办开展
调研，详细了解生态大搬迁具体情况，委员们从提
升村容村貌、发展特色产业、壮大农旅事业等方面
积极建言献策，以期搬迁农户能通过土地流转、山
林权流转、产权租赁等举措进行盘活，利用山上闲

置资源实现稳定增收。
儒岙商会聚焦“搬得出”，也为防止耕地抛荒，

针对石磁村路基坑和油竹自然村的闲置资源，通
过土地流转、山林权流转、产权租赁等措施进行统
一盘活。按照自愿原则，由农户流转给村集体，再

由村集体流转至商会，由商会负责统一收购。为
满足集中居住区村民的耕种需求，儒岙商会免费
将一米菜园的20余亩土地进行流转，以2分田/
户的方式通过自愿抽签选址的方式给集中居住区
的居民，满足种植需求。

搬得出、稳得住，还要能致富。儒岙商会把特
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在一米菜园丰收
后统一收购菜品，解决农户菜品出售需求，同时也满
足了商会企业中供应菜品的需求，开辟了村民增收
新路径。农户搬迁后，儒岙商会也及时提供就业岗
位和技能培训，让搬迁的农户能够安心定居。

除了发挥本地的共富带动作用，儒岙商会还
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捐款捐物等形式传递
企业家爱心关怀。今年7月份，儒岙商会成员单
位浙江得恩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捐赠价值224万
元物资，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浙江新宝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包红瑛积极发挥女企业家
优势，在企业组建巾帼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志
愿服务，并为企业职工子女举办暑期托管班，让每
一位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潘凯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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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沧桑。五湖四海盘
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置身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
区程大位珠算博物馆内，讲解员程雪梅甫一念完诗，游
客们早已心领神会地道出答案——“算盘”！

此时，人们的目之所及，皆是算盘的身影。展馆
内、橱窗中，既有难得一见的古时算具分门别类，更有
戒指算盘、手镯算盘、水烟袋算盘等清代展品令人眼界
大开，甚至连馆内的窗棂也别具匠心，设计成了算盘造
型，引得不少人拍照留念。

在现场，更有游客饶有兴致地端坐在堂内的书桌
旁，念诵着黑板上的珠算口诀，手里拨动起算珠来。一
时间，琅琅读书声、零零珠算声不绝于耳，人们不觉间
似乎与中国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位产生了时空“交
集”。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
法，该词最早见于汉代。到了明代，经济高度繁荣，珠
算得到普遍推广，程大位正是幕后功臣。”程雪梅说，

“程大位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发明了算盘口诀，一是
发明了中国的第一架卷尺——丈量步车，后人因此尊
称其为珠算宗师、卷尺之父。”

若时光回溯到400多年前，程大位或许也不曾想
到，他所编撰的《直指算法统宗》及其简明通俗本《算法
纂要》流传之长久、广泛和深入，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
史上首屈一指。《直指算法统宗》是最早记载珠算开平
方、开立方方法的古算书之一，它完成了计算由筹算向
珠算的转变，使算盘成为主要的计算工具。

“明末，程大位珠算法传至日本，开日本‘和算’先
河；清初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在这些地区得到
应用。”程雪梅说，“为此，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一声：中
国是珠算的故乡，程大位是当之无愧的珠算宗师。”

1986年，为了纪念程大位，当地将康熙年间建造
的程家宗祠修复一新，并从民间收集了古今中外不同

形状、不同材料、不同年代的算具，成立了这间博物馆。
而不知不觉间，程雪梅也已在这里讲解了20多年。这些年，她守在这

里，曾对无数游客迎来送往，“程大位”这三个字更是被她念过了千万遍。
“刚开馆时，来这里参观的多是‘50后’‘60后’‘70后’，他们从小接触算

盘、珠算，都是慕名来这里参观体验。2008年，珠算（程大位珠算法）成功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也有不少老年人来这里重温旧日时光。而于当下的青
少年而言，珠算和他们已有些许遥远。”程雪梅说，“为此，我总会怀着一份初衷
——要讲好这里的故事，让孩子们知晓珠算是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让孩子们记住他的名字。”

令程雪梅欣喜的是，如今博物馆已成为黄山市的研学基地，除本地一些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来研学外，北京、上海等外地学生也时常前来。今年年
初，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港澳台等地区的学生也会来此交流学习。

“我们还为学生们设置了珠算小课堂，国家级非遗‘珠算（程大位珠算
法）’传承人、黄山市屯溪大位小学数学老师汪素秋也会来到博物馆，为小朋
友们上免费的珠算课。珠算和孩子们的距离拉近了，他的名字也会被一代
代人永远铭记。”程雪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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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个热词，叫“某某
脑袋”，网友常用“长了一
个××脑袋”来形容热衷做某
件事的人，比如喜好吃甜食的
被称为“甜食脑袋”，热爱喝
茶的被称为“茶脑袋”等等。
我感觉自从添置了一台咖啡机
后，自己仿佛长出了一个“咖
啡脑袋”。

对于喝咖啡，我自认算不
上小白，但也只是个入门级爱
好者。所幸身边有个“咖啡大
神”朋友强哥，他是个专业的
咖啡师，也开过几家咖啡厅，
于是此次添置咖啡机完全是在
他的指导下进行，也算是轻松
买到了入门级别的专业机器。

之前我买过挂耳、做过手
冲，尝试过摩卡壶，也用过胶
囊咖啡机，都比较容易上手。
挂耳就是最简单的手冲咖啡
了，适合工作节奏快又想亲手
冲咖啡的人，一撕一拉一冲，
美美享用。真正的手冲会麻烦
很多，要磨豆子、折滤纸，再使用专业杯具、按
照专业手法冲泡萃取咖啡液。我还自创了一种简
易版手冲咖啡方式，购买空挂耳袋，将磨好的咖
啡粉倒入其中，再进行手冲，简单又不失仪式
感，还能喝到自己中意的咖啡豆。

在慢慢摸索中，我知道不同的萃取方式使用
的咖啡粉粗细区别很大，颗粒大小会造成溶解方
式和过滤速度不同，从而影响到咖啡的风味和口
感。比如手冲要求对咖啡豆的研磨程度中等，大
约白砂糖颗粒大小；摩卡壶就需要中细程度地研
磨，即细沙粒大小；而使用咖啡机制作意式浓缩，
就需要更细一些地研磨，大约食盐颗粒大小。

一般来说，豆子研磨越粗，咖啡苦味成分析
出越少、酸味成分析出越多，风味更为清淡，而
且因为萃取时热水通过得迅速，所以虽然无法充
分萃取咖啡的味道和香气，但杂味也同样会释出
较少，这样做出的咖啡清爽柔和。反之，咖啡豆
研磨程度更细，咖啡液析出就会更慢，尤其是像
做意式浓缩，咖啡机都含有增压功能，以便热水
可以顺利且均匀地通过咖啡粉，从而使得咖啡中
的成分被充分萃取，做出的咖啡油脂丰富、口感
浓郁。

有了咖啡机以后，就必须学做意式浓缩，这
也是包括美式、拿铁、卡布奇诺等在内几乎各种
咖啡的基底。这些咖啡的区别，就在于意式浓缩
与水或牛奶的配比以及融合方式。正巧前两天跟
朋友讨论到美式和黑咖啡的区别，就是先加水还
是先加意式浓缩。朋友不解：“都是用水稀释意
式浓缩，先加和后加有什么区别？多个名字多个
销售噱头吗？”开始我也不是很明白，回去问过
强哥才知道，因为意式浓缩做好后有一层油脂，
美式咖啡是在杯中先倒入意式浓缩后加入大量
水，如此会把那层油脂冲散，而黑咖啡则是在水
中倒入意式浓缩，油脂会保留下来，这两者最明
显的区别就在于喝下去第一口口感的不同，黑咖
啡比美式会更醇厚。

“那么拿铁先加浓缩后加奶、Dirty（又称脏
咖啡、混合咖啡）先加奶后加浓缩，他俩的区分
也是一样的道理吗？”我问强哥。本以为自己已
经学会举一反三了，但他的回答却让我感到，果
然咖啡也是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大学问。强哥解
释说，这两者差别非常大。首先，使用的牛奶不
同，拿铁用普通的纯牛奶，Dirty则使用更为香
醇的厚牛乳；其次，萃取液也有区别，拿铁使用
的是意式浓缩，而Dirty则使用浓度更高的意式
精缩；最后，在制作Dirty的过程中为了呈现更
好的分层效果，往往要用冰镇的厚牛乳，甚至连
装咖啡的杯子都要提前冷冻过，最终在冰牛乳上
倒入热的浓缩，呈现的效果才会像是把白色弄脏
了一样，所以被形象地称为“Dirty”。

绕了半天，我原本定义自己为入门汉，如今
看来像是又被“打”回成了小白。“但是，做好
意式浓缩，是做好一切咖啡的关键。”强哥说。
他告诉我几个小窍门，比如把咖啡手柄放在机器
上提前预热好，然后再加入咖啡粉，这样出来的
浓缩液油脂会更丰富。另外，挑选适宜烘焙程度
的咖啡豆也是关键，最好是专门做意式的豆子，
即深烘或者一些中烘，浅烘豆是一定不能用的。

零零散散地学了这许多，虽然不成系统，总
也是在实践中慢慢掌握了做出“金杯萃取”意式
浓缩的技巧。这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我每天都
要给自己做上一杯咖啡，拿着专用的咖啡杯出
门，心情也特别好。不过，原本还打算继续丰富
我的咖啡角，继咖啡机、摩卡壶后，再研究研究
法压壶、虹吸壶、冰滴、冷萃……但还是暂时放
弃。下一步，先把拿铁的拉花学明白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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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乌恰镇清水
村，吐尔逊·艾山家土陶制作作坊里，经常会
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土陶制作。浓郁的传统气
息、拙朴古老的造型、质朴典雅的气质，龟兹
古国传承千百年的土陶，在今日的库车得到
游客青睐，这是吐尔逊·艾山非常乐见的。

库车，本就是土陶非常兴盛和集中的地

方。考古学认为，古龟兹（即库车）在唐朝已
烧制陶管、陶缸。如今，村里的老人们还在
说，以前村里人十有八九会烧制陶器。吐尔
逊·艾山家的先辈们将陶器用驼队沿丝绸之
路运到和田、喀什，再往外到巴基斯坦、印度、
俄罗斯等国家，换回粮食、香料和商品。到了
吐尔逊·艾山，已经是家族第七代土陶制作传
承人。

吐尔逊·艾山说，自己的父亲玉努斯·莫
明专门做碗，十里八乡都知道玉努斯·莫明的
碗是当地匠人中烧制最好的碗。吐尔逊·艾
山小时候就随父亲去取土，但父亲从不让人
骑在毛驴背上，因为“驴是用来运土的，不能
累病”。回到家里，父亲会把筛选后的土放在
帕拉子上一边洒水一边踩、过滤。因为土陶
对土的品质要求极高，不能有杂质，连一根头
发丝都不能有，否则在窑洞点火烧制时陶器
会在高温中炸裂，一个陶器炸裂就会殃及整
个窑里的烧制品。

如今的库车土陶分素陶、釉陶和彩绘釉
陶三种，吐尔逊·艾山介绍，无论形式上如何
多样，在制作上沿袭的仍旧是古老原始的制
作方式——先将胶泥浆浸泡过滤，经过踩、
揉、和，使胶泥的黏性和强度达到要求，在辘
轳台转坯成型，再经削、刮、刻，然后晾干，彩
绘上釉后，在窑火烧制，散热后出窑，就成了
一件件焕发新意的陶器。这种传统、略显粗
糙的工艺在传承的过程中，也被加入每一位
传承人或多或少的时代元素。

在吐尔逊·艾山看来，做出更好的土陶，

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是原材料——土。早在
2001年，他攒了80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后，
和邻居依不拉音·卡热木商定去寻找更好的
制陶土。两个人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
库车、库尔勒塔什店的山区和河道，把土运回
家一遍遍尝试，不知为此穿破了多少双鞋，磨
破过多少次脚。有一次翻山时天黑了下来，
两人在山谷中刚刚点起篝火，一只狼就出现
了。那只“不速之客”山上、山下来回奔跑、嚎
叫着，呼唤到越来越多的狼，围着他们转圈。
那一晚，吐尔逊·艾山和依不拉音·卡热木没
敢合眼，不停地往火堆加柴火，直到东方放亮
狼群离开。就这样，两个人在阿格乡克孜利
亚山发现了一种叫“恰卡”的矿土。

当他们把“恰卡”浸泡24小时后，过滤出
泥浆与另一种硬土混合，用4∶6的比例和好
泥烧制出陶器，他们就明白，自己已经做出当
地最好的陶器。

“土有黑土、蓝土、红土、黄土，每种土做
的陶是不一样的，比如烧水用的壶，耐高温要
用黑土，碗用蓝土，花盆用红土。”吐尔逊·艾
山如数家珍地讲述着。

第二难是颜料配比。在颜料上吐尔逊·
艾山用的是最古老的矿石，他说这个方法是
在父辈们制作的基础上实验出来的。“比如在
黄色的燃料中加入红铜粉和面粉会烧出蓝
色，如果黑色中加入铁粉和面粉就会乌黑透
亮。最重要的是配比，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也是制陶工艺中最难掌握的。”

第三难是火候。原材料不一样，烧的温

度和时间也不一样，这全凭匠人的眼睛和经验
控制。吐尔逊·艾山烧制陶器只用木材，煤炭烧
的颜色会发乌，在烧的过程中一边加柴一边观
察，8—10个小时内，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当他
从瞭望孔里看到陶的颜色变亮逐渐变乌的时
候，就停火封住所有洞口，放置 2—3天后开
窑。“所有的土陶都会发出我想要的色泽，我想
让它暗一些它就暗一些，我想让它亮一些它就
亮一些。”吐尔逊·艾山非常自信，自己做的土陶
不会褪色。因为这种用矿石做颜料的技艺，早
在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龟兹石窟的壁画
中已经应用。

吐尔逊·艾山也遗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
迁，土陶渐渐被精美物廉的工业化产品所取代，
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不少土陶匠人闲置了祖传
的手艺，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
技艺。但68岁的他也更加坚定：“我得把祖传
的手艺守好，世世代代守的东西不能丢，我的父
辈只做几种土陶制品，我现在能做200多种。”

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小女儿热汗古丽·吐尔
逊继承了他的情怀和技艺，而且在制陶工艺上
比他更大胆。她制作的一米二高的大水壶，造
型如两只昂首的孔雀，花瓣组成的羽翅仿佛振
翅欲飞。这位1986年出生的女孩如今已经是
当地有名的女匠人。

更令吐尔逊·艾山开心的是，在各方的关注
和支持下，他把土陶制作技艺带到了学校，在库
车一些中小学开设了研学课，80位学生徒弟让
他看到库车土陶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新疆库车市）

吐尔逊·艾山：

从土陶中感知库车的过去和未来
文 吉尔

“前面举鸟笼的是管家，后面挥鞭子的是公公，长
鞭甩在空中震天响，仿佛在催促拖着拉碌碡的新娘再
走快些……这幅剪纸，再现了静乐县的一种民间街头
舞蹈形式——拉碌碡，用以反讽和批判封建社会男尊
女卑的社会现实……”

“你看，这幅叫《捻豆面》，这是灶台、风箱，这是妇女
正在捻豆面，扑面而来的是静乐县的人间烟火气；这幅
叫《三娘教子》，也是流传在静乐的风俗故事，剪纸的这
处桌角是镂空的，像不像中国画的留白，让你延伸出无
限的想象，既有空间，又有事件，这就是民间艺术……”

步入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文化馆的展示厅，每走
一步就能看到一幅剪纸作品。而第六、七届静乐县政
协常委，静乐县文化馆馆长张俊秀更是一步一停，娓娓
道来着每幅作品的动人故事，以及故事背后蕴藏的风
土人情。进门采访已然半个多小时，脚下的路才刚刚
走出几米远。

“静乐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静乐剪纸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形象生动，风格粗犷，线、圆孔、
锯齿纹是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张俊秀随即指着一
幅，又停下了脚步。

“这幅《姥爷送外甥》就展现出清末民初静乐的历
史印记，从马车到服饰，再到人物的眼睛、神态，都能看
出静乐剪纸的地域特色，而且它构图平衡，视觉交流感
强，还有透视效果。你很难想象，这是一幅农村老奶奶

的作品。”张俊秀说，20世纪80年代初，为保护
民间艺术，他和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跑遍了周边
的乡镇，当时就是从老奶奶家的墙上收来了这
幅剪纸。

“花了两三块呢！”张俊秀笑着道出往事，那
时候的静乐，几乎每个农村妇女的巧手中都有
一把剪刀，剪纸更是她们必备的生活技巧。

“过去，人们住在窑洞里，窗户和墙都用
白纸糊着。等到过年，村里处处都洋溢着喜
庆热闹的氛围，妇女们会贴上红色的窗花、
墙花‘争奇斗艳’，静乐剪纸艺术也在民间百
花齐放。”张俊秀说，如今，静乐民间剪纸作
品早已走出本地，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达200
余件，有不少传统精品剪纸在美、英、法、
韩、日等国家和地区参展，受到国内外艺术

家的高度赞誉。
“剪纸技艺的传承和弘扬，同样是重要一环。剪

纸在十多年前便走进了校园，我们安排了两位县级传
承人当老师，从德智体美的角度来带动孩子们提高动
手能力、发挥创造力，不得不说，小娃娃们剪得太漂
亮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打造了五个传习所和一个工
坊。”张俊秀介绍。

一直以来，张俊秀常笑称自己是文化馆的“守门
人”，也是剪纸文化传承的守护者，正因如此，他时时刻
刻在为剪纸的传承而喜，也在为它的发展而忧。

“当前，剪纸售卖的经济效益还不太乐观。我曾提出
过‘强强联合’，希望能将剪纸中祥和、祝福的元素提取出
来，以传统手工艺的方式，去与现代价值进行结合。”在张
俊秀看来，剪纸技艺要发展，思路必须要转变！“年轻人订
婚、结婚，是不是可以把剪纸艺术套装在婚礼产品里？生
活中的盘子、杯子、画架、盲盒乃至衣食住行，能不能也将
剪纸元素融合进去？”

在张俊秀看来，静乐的剪纸，剪出了人们心中对幸
福的祈盼，它生动、传神，值得创新方式，来焕发新的生
命力。

“我们未来要不断打开思路，让剪纸元素在农业观
光、文旅产品中汲取力量，推动静乐剪纸从创意到技
法、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传承与发展，使其成为静乐增收
致富、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张俊秀说。

山西静乐剪纸：

“剪”出芳华 “剪”出新意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遗故事非 啡时光咖

库车土陶库车土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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