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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晓风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春节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节日，近日，在杭州
市西湖区弥陀寺文化公园内，
一场别样的迎新盛宴正在开
启：在杭州西湖区“宋福杭州
年 非遗过大年”暨西湖区第
四届新春文化集市现场，汇集
了文艺赋美、迎新送福送春
联、阅西湖·书市、年味市集、
非遗技艺展示与体验等各种
充满年味的活动。

在这里，非遗与年味不再
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生动
的技艺展示，是舌尖上的美
味，是手心里的温度，是眼眸
中的光彩。跟随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精彩活动
吧！

本次活动结合西湖区打
造“阅读第一区”的特色，将

“阅读”与“非遗”进行碰撞，以
“阅西湖·非遗新春meetyou”
为主题，设置了阅西湖·书市、
阅西湖·遗韵、阅西湖·年俗、

打卡集章兑换奖品等活动。

阅西湖·书市

活动邀请西湖区图书馆、
西湖遇见敦煌、晓风书屋、华
星书房等4个书屋分别围绕
春节、民俗进行阅读推荐及图
书、文创销售，并可在西湖区
图书馆点位现场借阅图书。
由杭州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
制作的“阅西湖”雕版首次发
布，现场市民能免费体验“阅
西湖”雕版印刷。

阅西湖·遗韵

阅西湖·年味市集汇集了
西湖区非遗美食：杨先生糕
点、蒋村鱼圆、上泗土烧、留
下长寿桃包以及非遗糖画、
糖葫芦、小热昏、伊家鲜等，
呈现一场美味的新春年味市
集；市民群众还可通过打卡
任务体验杭州雕版印刷、荣
龙竹编、西子女红、全形拓等
非遗技艺。

九曲红梅又称“九曲乌
龙”，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传

统工夫红茶之一，是浙江省万
绿丛中一点红的红茶代表，是
杭州市历史文化名茶。活动
当天，在弥陀寺文化公园的西
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非
遗研学室，九曲红梅制作技艺
传承人包兴伟开设了一场专
题知识讲座，探索九曲红梅的
雅致韵味。

“叶壹丰堂”源于 1208
年，是西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单位，开创了独特的中医
治疗脾胃病的理、法、方、药和
患者自身保养的方方面面。

“叶壹丰堂”脾胃病诊疗法传
承人叶青峰也在现场为市民
进行义诊送健康。

阅西湖·年俗

由西湖区文化馆邀请文
艺表演团队上下午各带来一
场文艺赋美精彩演出，给现场
带来热闹喜庆的氛围；邀请书
法老师为大家写福送春联，市
民群众在现场亲自创造属于
自己的“福”字，共同创作“新
年百福图”。

近日，台州玉环市楚门镇湖
滨社区“家·成长”亲子项目组，
成功举办“喜·阅”学龄儿童写作
培训公益课暨线上读书打卡积
分兑换活动。

此次读书会邀请了爱心家
长志愿者黄彬倩担任公益讲
师。她强调了阅读积累的重要
性，并通过实例示范，详细展示
了如何将阅读中所积累的高级
词汇和优美素材巧妙地活学活
用，进而提升文章质感。此外，
黄老师还为学生们介绍了“开门

见山”“巧妙设问”“名言引用”等
实用的写作方法技巧，赢得现场
亲子们的阵阵掌声。

课程结束后，孩子们用这一
学期以来线上阅读打卡累计的
积分，兑换了心仪的小礼品。楚
门中心小学五年级的钟家睿小
朋友兴奋地说：“以前总是写不
好作文，感觉无从下笔。今天的
课程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也真正体会到了阅读积累的力
量。”

通讯员徐阳、林贝拓 摄

今年“ ”读年味浓悦
通讯员余菡报道 你有拿

到图书盲盒吗？吃到糖葫芦了
吗？日前，金华市第五届欢欢
喜喜“悦”读年活动在金华之心
银泰百货顺利启幕。现场张灯
结彩，有节目、有互动、有美
食，也有书香，洋溢着浓浓的年
味和热闹的喜庆氛围，掀起了
全民阅读的浪潮。

市民们积极参与各种互动
游戏和挑战，如“汉字的奇妙组
合”拼字挑战、“新春吸‘福’
气”等，赢取新春礼包和纪念
品。特别是现场的糖画、冰糖

葫芦、面塑等非遗文化体验区，
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围观和体
验。大家纷纷排队等候，希望
能够亲手尝试这些传统手工
艺，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糖画区，艺人用勺舀起糖
液在石板或铝板上绘制各种
图案，如十二生肖、花鸟鱼虫
等，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孩子
们拿到糖画后脸上洋溢着甜
美的笑容；冰糖葫芦区，红彤
彤的冰糖葫芦散发着诱人的
香气，吸引了不少市民品尝；
面塑区，手艺人们用灵巧的双

手捏制出各种栩栩如生的面
塑作品，让围观群众连连称
奇。

整个活动充满了欢声笑语
和浓浓的年味，其中“图书盲
盒·不盲目的惊喜”活动也备
受市民青睐。携带5本图书的
市民即可抽取一份图书馆新
年盲盒礼物。这一活动不仅
激发了市民的置换热情，也为
图书馆增添了新的藏书。市
民们排队捐书，抽取盲盒，书
香与欢乐交织成一片。

此次金华市第五届欢欢

喜喜“悦”读年活动不仅为市
民们提供了一个全民阅读、全
民参与的平台，也进一步营造
了书香社会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金华市图书馆充
分发挥图书馆的文化阵地作
用，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广大
群众提供“视”“听”“阅”的阅
读体验，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去年，金华市图书
馆共举办了 1300 余场阅读活
动，并在2024年浙江省公共图
书馆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中获得
优秀组织奖。

当非遗遇上新年

新年开启“喜·阅”路

■范超婷

从前车马慢，信息传递不通
畅，为此，从小到大我一直固执
地认为——老老少少齐聚一堂
回家过年，才叫真正的团圆。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春节来
临之际，舅舅家便会开始打年
糕，之后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年
夜饭、发压岁钱，在欢声笑语中
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那会儿，外公和外婆往往都
是提前几天准备好打年糕所需
的糯米粉以及食用色素，然后在
家盼着嫁出去的女儿携家带口
地回家。待到人齐，外婆起锅烧
水，外公将蒸笼和“千张帕”放
好，倒入适量的糯米粉，再一锅
一锅地运送到灶头上叠放整
齐。随着灶内柴火放入，烟气氤
氲，不久后整个厨房都散发着一
股米香味儿，勾得小孩直犯馋

虫。
随着米粉蒸熟出锅，大家开

始围着一张大大的桌子开始做
准备工作。我们几个小孩便趴
在桌子边沿，用好奇的目光看着
他们把碗里的黄油抹在手上、桌
子上甚至还会抹点在蒸好的米
粉上。外公时常涂着涂着就往
我们脸上擦一点，看着大家成了
花猫的样子，还会问：“等会要吃
几个圆子？”

这个时候，是家族里最热闹
的时候，吃完手打年糕对幼时的
我来说，就意味着新年的到来。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挨家挨户地
拜年，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嗑嗑
瓜子、唠唠家常，最经典的莫过
于有太阳时搬个小凳子，往廊檐
下的角落那么一坐——感受着
阳光照在身上，即便什么都不
干，也会觉得自己身上充满了幸
福的味道。所以，在我的认知

里，春节的这段时间，人民子弟
兵会放假，医护人员会休息，工
人会回家……家家户户都会亮
起属于自己家的那一盏小灯，从
而汇聚成千家万户的“灯火”盛
景。

可没有人告诉我，过年有人
会“常年”不回家呀！

爸爸妈妈会跟我说：“要过
年啦，囡囡要穿新衣服，我们一
家人要一起吃团圆饭守岁啦，囡
囡又要长大一岁啦……”可就在
2025年的1月，2025年1月7日
9时5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仅仅几
个小时，武警官兵、消防员、医护
人员就赶赴现场，还有无数从全
国各地赶去的志愿者，带着物资
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为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
彻夜奔忙在寒冷的高原上，把对
亲人的牵挂与思念深藏心底，用

无私奉献守护万家灯火安宁！
当看到这些报道时，我热泪

盈眶。中国人的春节，是跨越艰
难险阻后的团圆，是感受国家日
新月异变化的窗口，是守护万
家灯火背后的奉献。无论是
深入社区宣传反诈，保护群众

“钱袋子”的民警，还是手持红
外测温仪，挨家挨户排查的供
电人员，抑或是忙着开药、输
液，巡查病房的医护工作者，
总有那些人“缺席”团圆，却以
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千家万户的
安宁。

这时候，我才深刻地体会到
了，原来有那么一群人一直在替
我们负重前行。他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幸福的另一种模样
——那是一种超越个人欢聚，以
奉献与责任为底蕴的幸福，让无
数个春节变得更加温暖而有意
义。

过年的幸福，不只有一种模样

让文字牵引我们回味温情时刻

四季轮回，可口食材数不尽；一年终
始，应景美味吃不腻。本书可谓是洞察近
代江南民风民俗的“饮食方志”，亲近百年
前水乡日常生活的“访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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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吃”在中国便是一门大学问，食物更是与各大传统节日紧紧相扣：从元宵的芝麻
汤圆到清明的醴酪青团，从端午的甜咸碱粽到中秋的蛋黄月饼、桂花肥蟹……想来便令人垂涎三
尺，每逢佳节倍思“食”。

有句俗语说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各异的食物风味，食物背后则
凝聚着家的温暖、乡的情怀，更饱含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表达。

而中国人对食物的情感，也超越简单的味觉享受，触及心灵深处对故乡的眷恋，对传统的敬
重，以及对未来日子的美好祈愿。 （来源：杭州市西湖区图书馆）

跟随《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导演
陈晓卿，一起沿着中国3.2万公里海岸线去
感受人与美味的羁绊，感受不同的生活哲
学与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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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宗师梁实秋散文精选集，将饮食
文化、故土乡情融于文章中，字里行间流露
出一个时代的滋味记忆。

本次活动一共设置了 7
个打卡点，错落于弥陀寺文
化公园内的场馆及市集，参
与者在明远书院领取打卡地
图，收集到 7 个印章即可获
得抽奖资格，可回到起点抽
奖并获取相关奖励。

西湖非遗藏书票是西湖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近
年推出的一款非遗文创产
品，融合了传统文化与新锐
设计，由艺术家陈炜设计，雕
版印刷技艺传承人黄捷成印
制，每年限量发售 500 张。
2025乙巳蛇年藏书票的设计
灵感来源于古代纹饰，盘蛇
纹寓意吉祥富贵，蝠纹寓意
福寿双全。

非遗体验券内容丰富，

包括杭州雕版印刷、荣龙竹
编、西子女红、全形拓等。全
形拓技艺是直接将宣纸紧贴
在需要拓印的器物、文字和
纹饰上，将纸面压出高低不
同的层次，再用吸有墨汁的
墨包扑打，使纸面印出黑白
深浅不同墨色的图形，最后
把完成传拓的宣纸揭下、压
平，作为古代文物的文献资
料保存起来。拓印作品以

“器形逼真、拓工精良、图文
精美”而著称。

西 子 女 红经千百年传
承，发端于晚清的江浙两地，
并在杭嘉湖一带真正形成气
象的纺织、缝纫与刺绣工作
技艺及其成果，是杭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江南女红的

代表。传承人唐红英是“西
子女红”技艺第四代传承人，
她也在现场带领获奖者体验
手工香囊制作。

荣 龙 竹 编传承人王荣
龙，是中国优秀民间艺人，首
批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
才”、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首届杭州市民间工艺大师，
从事竹子工艺品制作四十
年，也在现场教获奖者制作
竹书签。

这场集阅读、非遗、民俗
于一体的新春活动，让现场
的市民朋友们一同开启了一
场文化之旅：在阅读中感受
西湖底蕴，在非遗里触摸传
统温度，过一个最有文化味
的新春佳节。

打卡集章换礼品

非遗匠人现场授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