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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节的礼物季

闲窗休

学健身科

市的远方城

近日，湖南省常德市河街非
遗文化街区内人潮涌动，随着一
卷20米长的卷轴徐徐铺开，一幅
细腻而宏大的铅笔草图映入眼
帘。图中，数量庞大的各色人
物、建筑令人应接不暇。

站在一侧的常德市安乡县非
遗项目潘氏木雕传承人潘能辉向
人们倾情介绍着——这卷图纸乃
是巨型木雕作品的设计图稿，由
他和妻子历时数月绘制而成，一
草一木、一桥一船、一城一楼皆
倾注着他们的心血。而这还只是
前奏，一场预计耗时 10年的原创
作品之旅，才刚刚开始。

片新闻图

三伏天，燥热难耐。白天，太阳光毒辣刺眼，
不出五分钟，就逼得汗水横冲直撞往外冒。赶紧
钻进空调房，凉快倒是凉快了，可空气不流通，
着实让人憋闷。既想消暑避热，又想呼吸新鲜空
气，只好夜间出来溜达。

太阳西落，茶余饭饱，出门！北京大大小小公
园不少。有古色古香的颐和园，有氧气森林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我和好友决定三伏天夜探北京公园，
先后去了仰山公园、两山公园、中坞公园等。除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外，名气都不算大，属于市民常往，游
客鲜少光顾的地儿。

我们不执着于打卡式探园。对于一个公园，我们
喜欢连续数日，不知疲倦，日日前往。两山公园是这个
夏天我们光顾最多的公园。两山公园，又名玉东郊野公
园，坐落在玉泉山和万寿山之间，园内稻作历史悠久。不
过，旁边的中坞公园等也有稻田，为何我们如此流连两
山公园？那一定是独特的景观和体验。

第一次探园是今年7月13日（农历十五），进入
公园，大片稻田映入眼帘。稻花有香，但未听取蛙声
一片。择一处休憩，抬头望月，月圆花好星光点点；转
身观塔，玉峰塔影灯光闪烁。眼看夜色，垂柳依依水波
温柔；耳听夏音，蝉鸣起伏嗡嗡作响。两人直呼：夜好

美，月好圆。意犹未尽夜归来，才从微信朋友圈得知，当晚月亮运行到距离地
球全年最近的“近地点”，此时月亮的视直径最大，是超级月亮。甚巧！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转天入夜，我们又潜入此片稻田。今夜有云，片
片浮云遮住了月光。正感遗憾之时，友人惊喜地喊道：“萤火虫！”“在哪？在
哪？”我急问，“看见了！看见了！好美！看这，这还有一只。”哇，一只，两只，三
只，四只。我们远看近看，捧在手里看，放到草上看，不舍离去。几只小虫，几
点微光，我们观赏好一会，才依依不舍准备离开。

一条小路，没有路灯，我们懒懒地走着。眼看快到北出口了，突然，我们
看到了一片若隐若现的光亮。归意顿无，全身心欣赏萤火虫飞舞。真是“尽兴
晚回路，误入荧光深处”。公园夜游人不多，只有一对看似夫妻路过我们身
旁，但并未驻足，甚至都没有好奇我们蹲在地上看什么。看来，即使在公园
里，日常匆忙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快步向前走，很少慢下来向左向右向后，任
感官沉浸在自然美景中。

多年未在野外见过萤火虫，不胜惊喜。接下来的几天，几乎日日前往，带
亲人去，邀友人来，就为观赏这片秘境。为了不打扰萤火虫发光求偶，我们绝
不开手机，只静静观赏。接连几天，次次尽兴。前几日再去，只剩零星几点亮
光，而且它们似乎也没有兴趣起舞，都藏在草丛里。我们纳闷着，是今晚要下
雨的缘故吗？还是有人用光污染了这片秘密王国？回家后查阅资料，才得知
萤火虫一生短暂而灿烂，成虫后便不再进食，发光求偶只为繁衍，所以成虫
寿命只有5-15天。

有幸在萤火虫成虫短暂的生命里，接连数日与其相会。感谢萤火虫带来
绚丽的夏夜飞舞，美好的盛夏回忆，有趣的昆虫知识。来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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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趣味
集市、露天观影、歌舞快闪、烛光
音乐会……近日，“丝路通天下·
光影e福州”2022年福州影视产业
系列活动在福建福州烟台山举行启
动仪式，“电影之城”嘉年华作为系
列活动之一也于当晚同步开启。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分为“电
影之城”嘉年华、互联网影视论
坛、“聚焦城市影视建设·打造福
州影视产业新高地”专家座谈会、
观影狂欢、互联网影视盛典和“闽
陕相连·谱写丝路盛宴”第九届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双城联动月等六
大活动，宣传展示了福州历史与时
尚交相辉映的文化名城形象，探索

“文旅+影视”新模式。
“电影之城”嘉年华活动以福

州特色建筑、街区为核心舞台，将
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与嘉年华的夜市
摊位相结合，打造沉浸式电影场
景，成为市民游客的打卡地“新
宠”。“在这种露天的环境下和大家

一起观看影片，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新
颖的体验。”当天参加活动的游客陈
栋梁说。

近年来，福州市通过积极参与举
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打响“有福
之州”品牌，加快推动福州影视产业
发展，打造闽都文化品牌、文化名
片。为延续福州本土民众对影视文化
的关注，本次系列活动中的观影狂欢
活动计划从今年 7月开展至 12月，
配合“喜迎二十大”等热点话题，在
福州市区影院设置月度主题展映，着
重关注经典修复、类型电影、中国香
港电影、网络影视的探讨，同时聚焦
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家的优秀影片
在影院及网络视频平台开展线上+线
下的展映。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2022年福
州影视产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为契
机，提升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影响
力，提升福州城市民众观影的氛围，
为明年在福州举办的第十届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开展预热宣传。

2022年福建福州影视产业系列活动启动

鸿篇巨制在乡情

“这里是凤凰，保留了很有特
色的民俗——抢鸭子；这里是泸
溪，十里崖瀑非常漂亮；再往后，
那里是沅陵的藏书洞；这个地方最
有特色，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河街，我现在是住河街、画河
街……”眼前的潘能辉洒脱随意，
他脑后梳着发髻，耳后别着铅笔，
显然在受访前正在创作。在他的介
绍下，人们此时看到的仿若不是一
幅图纸，而是将湘西北的风俗民情
尽收眼底。

“没有错，这就是一幅湘西北
的民俗图景。”潘能辉笑着说，“我
们以沈从文名著《湘行散记》为创
作蓝本，依沅水以常德河街为起
点，逆水而上，途经桃源、沅陵、
泸溪、麻阳、凤凰、花垣等湘西北
地域，最后是到达三省交界的边
城，沿途收集各地域人文人貌、民
间工艺、传统风俗、木质建筑等素
材，将这些内容融入木雕创作中
去。”

为此，早在2019年，他便和
当地十余位艺术家一起，到各地采
风，最终确定了这一鸿篇巨制的主
题。而用铅笔绘制草图只是雕刻的
前奏，现在他们夫妻二人正在绘制
更为精细的 25米长的水墨正稿，
等五六个月完稿后，才会真正开始
雕刻。

“我们会在一根重 10吨、长
10米、直径1.8米的巨型红椿阴沉
木上，双面创作这一木雕巨作，会

采用深度镂空的雕刻方法，最深的地
方预计在45厘米，这样会更有层次
感、感染力。”潘能辉说。

初心落笔在原创

为了这一创作，夫妻俩都住在工
作室，早上七八点钟起床，一直工作
到晚上 11 点，这样一坐就是一整
天，他们凝眉投入的样子，也仿若时
光静止一般。虽身处闹市，不论多少
人来人往，潘能辉都丝毫不受干扰。
且于他而言，这般看似枯燥的工程，
却是甘之若饴。

“我从小就喜欢木雕，这一艺术
的火种是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中种下
的。”潘能辉说，“我的爷爷是美术老
师，在没有上学时，我常跟着爷爷
住。玩具就是粉笔，游戏就是拿着粉
笔在墙上、凳子上写写画画。我想，
这也是一种艺术的启蒙，也是那时
候，喜欢上了雕刻。”

为了雕刻，年幼的他还从铁匠伯
伯那里“骗”来了一把刻刀。说起这
件趣事，潘能辉仍难掩笑意：“当时
没有钱，买不起刻刀，我就哄骗伯伯
说有老师请他打一把。等他一打好，
我拿到手后撒腿就跑，真像得到宝贝
一样高兴。当然，这种方式不可取，
可年少时对木雕执着的喜爱已然展露
出来。”

至今，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木
雕作品。“是秋瑾！”潘能辉脱口而
出，“不用想的，我一直记得很深！
当时课本上讲秋瑾，还有秋瑾的照
片，回家后我就自己边琢磨边对照雕
刻了出来。”

自此，潘能辉手中的刻刀便没有
停，一直雕了30多年。“木雕是一个
技术活儿，它需要绘画的功底、对空
间的把握，以及日积月累的积淀。也
正是这样，我才有信心和胆量去做这
次大型的作品。”

在之前，在香港、深圳工作的
他，主要是给国外的客户做木雕。

“20多年了，一直在为别人做嫁衣，
我想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对原创的渴
望特别强烈。”潘能辉说，当前社会
上传统的木雕作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和框架感，一般分为几类，比如建筑
类，装饰在房子上；家居类，雕刻在
柜子、椅子上；再或是摆在桌面上的
木雕工艺品。

“我想做的，是突破性的工作，
想创作具有原创性的、富有丰富文化
内涵的、赋予本土风情特色的艺术
品。它承载着不一样的使命，作为一
个工匠，我有责任和义务去用自己的
十年青春，把它做精做好！”潘能
辉说。

潜心投入在传承

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是
潘能辉和妻子当前工作的注脚。

“我们没有特别限制创作的时间
节点。反而对一件事锱铢必较，那就
是设计图一定要画到满意，反复推
敲。如果卡在某个时间，并不是一件
好事。”潘能辉说，因为要创作，他
们这段时间的经济收入可能会相对较
少一些。“我和她说，有钱就多用，
没钱就少用，再没钱就把裤腰带勒紧
一点。顶住所有压力，一定要把这件

作品完成。”
在潘能辉讲述时，记者观察到，

在参观的人群中，一个小女孩忽闪着
大眼睛，笑意盈盈，她抬头崇拜地望
着潘能辉。

“这是我女儿。”潘能辉笑着说，
“她从小看着我们夫妻俩搞创作、刻
木雕，对她的影响非常大，耳濡目染
地也喜欢上了。”

而这也正是他当下的心愿：“我
不仅希望未来将木雕这项技艺传承给
我的孩子，也希望它能走进校园，让
更多的孩子们喜欢上，共同参与到传
承的队伍中。它会是一件辛苦且充满
意义的事业，需要一辈子倾情投入。”

雕原创作品 传本土风情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本报讯 （记者 李寅峰） 近
日，在苏州市民进姑苏区基层委员会

“共进书院”，86岁高龄的国家级非
遗“苏裱”代表性传承人范广畴走进
直播间，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为线
上线下观众讲述了苏裱的精湛技艺和
源远流长的历史。这是中共苏州市姑
苏区委统战部的“同心大讲堂”系列
活动之一的“我与大师有个约会”主
题活动的第20场。

长期从事苏裱艺术和古画修复
工作的范广畴，于1956年追随苏裱
名家谢根宝学艺。迄今为止，他修复
书画文物千余件，其中不乏清代书画
名家海上“三雄”“四任”以及阮
元、陆润庠等人的精品书画作品，并

完成谈艺录《治画技艺》一书。
书画装裱是一门传统技术，艺术

性和实践性都很强，范广畴的修复作
品工艺极其认真考究，追求达到与原
作和谐、完美、统一的艺术风格。在
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直播间观众反
响热烈，观看人数超过万人。

据悉，“我与大师有个约会”由
中共苏州市姑苏区委统战部与政协姑
苏区委员会、民进姑苏区基层委员会
共同主办，面向社会举办线上线下同
步传播的文化访谈、艺术讲座、展览
展示等。截至目前已有知名民进会
员、书画名家、文化名人、工艺大
师、非遗传承人等21位大师走进直
播间。

苏州姑苏“我与大师有个约会”第20场活动举办

“在老家采摘的荔枝已经快递出
去，明天就该能收到！今年的荔枝真
不错，你尝尝！”大暑时节吃荔枝，
是福建多地的习俗。近年来，每逢暑
夏时节，福建一位老友总会寄来一
些，希望我们分享他家乡的习俗，也
捎来暑期的问候。这荔枝，产自他乡
下老家祖传的一棵百年老树。因为是
自家所产，自然多了亲情。每次吃
到，都觉得分外甜美，分外珍贵。这
棵老树，也成为他与各地好友定点联
络的甜蜜纽带。

去年受疫情影响，朋友没能在荔
枝成熟时回乡，可惜了一树的荔枝最
终自生自灭。各地的朋友们也眼巴巴
地错过了美味。好在今年如期回乡，
他带着妻儿辛劳几日，换来荔枝如约
而至。

朋友说，在他的家乡，大暑节气
来临前夕，正是荔枝成熟的季节。家
家户户都要吃荔枝，并称为“过大
暑”。各地的朋友们都吃到了这荔
枝，权当是大家一起“过大暑”了。
朋友还说，此时新下树荔枝，营养价
值几乎和人参一样高。由于糖分比例
非常高，当机体缺乏能量疲惫时或出
现低血糖时，吃荔枝可迅速补充机体
的能量、恢复体力；由于富含维生素
C和蛋白质，从而起到美容美颜的效
果；由于口感酸甜，具有补益脾胃的
作用，对于促进消化、改善食欲很有
帮助。特别是冷水井中冰过的荔枝，
在暑热中吃起来，口感极为清爽、甜
美，那真是不可言传的美味。

朋友的介绍，不由得让人想到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的诗句，难怪杨贵妃会如此钟情

岭南的荔枝。
我们现代人倒是比杨贵妃幸福得多

——福建发出的特快邮件，第二天便到
了北京。打开冷藏箱，荔枝在尚未融尽
的冰块中包裹着，鲜灵灵的，看着就让
人垂涎欲滴。按照朋友的嘱咐，将两大
箱荔枝尽可能多地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
友，让大家一起体会福建“过大暑”的
习俗。

但其实，我国还有许多地方在大暑
时节有不同的习俗。

比如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
就流行吃“烧仙草”。这里的仙草是一
种草本植物，茎高一米左右，叶子很像
薄荷。大暑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水分消耗极快，湿气较大。而仙草正好
有清暑、解渴、除热毒的功效。于是，
用仙草熬制的汤汁凝结成块，制成凉粉
状，便成了“烧仙草”。在暑热中，一
碗冰冰凉凉的“烧仙草”，能将五脏六
腑的闷热血气都清除得一干二净。广东
民谚曰“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
会老”。

此外，因为大暑时节正是农历一年
过半之时，南方有些地方讲究在此时节

“过半年”，也要举家吃“半年圆”（汤
圆），象征团圆和甜蜜。还有些地方有
大暑吃米糟的习俗。米糟是将米饭拌和
白米曲让它发酵，透熟成糟。到大暑那
天，把它划成一块块，加些红糖煮食，
据说可以“大补元气”。

无论“烧仙草”，还是“半年圆”，
都和朋友快递来的荔枝一样，记录着大
暑时节丰富多彩的各地民俗，传递着生
生不息的民间文化。

大暑过后，炎热渐退，收获的秋天
即将来临。 （安安）

大暑时节说习俗

现在老百姓的健身热情越来越
高，健身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运动
场地不足的问题越来越成为老百姓
关心的热点。怎么样来解决这一问
题？笔者认为，离不开三个关键
词、六个字：建设、挖潜、利用。

建设要合理规划，有效监督执
行。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明确提出相关问题的未来发展
的方向和要求。例如：“打造群众
身边的体育生态圈。实施全民健身
设施补短板工程，建设全民健身中
心、公共体育场、社会足球场等健
身设施，加强乡镇、街道健身场地
器材配备，构建多层级健身设施网
络和城镇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因此，笔者建议在城市发展
中，地方要把体育场地和场馆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去。且规
划要公布于众，要有相关机构监督
执行，在公众的参与和关注中，规
划会变得更为切实可行。

第二个关键词叫挖潜，即挖掘
现有体育场地和场馆的潜力。当
前，体育场地和场馆的总体供给严
重不足，但另一方面现有场馆和设
施还没有得到足量的开放。因此，
建议从县级开始，排查当地的体育
场地和场馆资源。一个县一共有多
少场地？这些场地在什么位置？数
据应该向当地的老百姓进行公布或

公示，并查明这些场地有没有得到足
量的利用和开放。按照国家政策要
求，老城区要结合城市更新行动，鼓
励增加开敞式健身设施。如，国家支
持利用山地森林、河流峡谷、草地荒
漠等地貌，建设特色体育公园，在河
道湖泊沿岸、滩地等地建设健身步
道，并设立必要预警设施和标识。

第三，利用，就是要充分利用现
有的体育场地、场馆，科学地发挥最
大的场地设施效能。比如，可以把一
块场地进行不同功能分区，每个区域
设有不同项目；在时间上合理分配，
每天的开放时间、项目布局、适应人
群都要精打细算，这样健身场地设施
就盘活了，作用和效率就高了。据了
解，在许多发达国家，场地设施也并
非十分充足，但利用效率非常高。大
部分社区的健身场地会按时公布使用
时间、项目、人群、要求等。这些场
地每天什么时间开放，每个时段开放
的项目、人群、具体安排、要求等，
都会列得一清二楚。

尽管运动健身场地设施不足仍是
我国全民健身的短板，但当前国家和
地方正在积极补短板，大力建设新的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同时，也需要各
级体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团体科学运筹
和合理使用已有的场地设施，这也是
解决这些紧迫问题的重要方式和
对策。

（作者系南昌工学院特聘教授，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百姓健身场地如何保障？
李相如

近日，北京首家邮局咖啡正式对外营业。邮局咖啡利用空间重塑与融
合，打造展现北京邮政历史和记忆的邮局时光盒子，以老邮局材料与空间
元素为灵感，勾起人们对老邮局的温暖记忆。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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