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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舟山普陀区六横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峧头
校区开展“童心向党·强国有我”国防教育进校园活
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青少年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据介绍，在“六
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童心向党·强国有我”国
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将在全镇各中小学校开展，积极
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也给少年儿童们提前送
上一份节日大礼。

通讯员刘生国、徐慊蔚 摄

■董柏云

在绍兴市区解放南路与凤
江路交叉处的一隅，有座老式
的五层楼，叶秋翔就住在这房
子的顶楼。推门而入，临街屋
宇敞亮，室内古书画的墨香与
纸香交织，混杂着时光的味
道。四周挂满了字画，见证着
他的岁月沉淀。作为古城字画
装裱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叶秋翔对这项技艺充满了热爱
和敬意。

努力做到
技艺与审美相统一

叶秋翔的工作室，有着许多
装裱修复用的工具和等待晾干
的字画，城里不少书画家朋友光
顾这里，看其认真细致和手艺高
超的样子，称其为“画郎中”“字
画医生”。从业至今，他让无数

残损的古字画重现光彩。
19岁那年，叶秋翔就对裱

画产生浓厚兴趣。20世纪80
年代他拜师学艺，由于刻苦好
学，在坊间名气见长，裱画业务
不断，那时还只是业余的活
儿。到了20世纪90年代，供职
的绍兴钢铁厂改制后，叶秋翔
以装裱字画为业，并一门心思
在提升技艺上动脑筋、下功夫。

学习，可以帮助解决更多
问题，坚持自我成长与终身学
习，不仅是叶秋翔对知识的认
知，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更新，
懂得与时俱进。虽然他的装裱
技艺达到一定水准，但他不固
步自封，而是放开眼界，站在时
代的视野上，努力做到技艺与
现代人审美相统一。

在他苦于难觅技艺的突破
和创新方向时，恰巧，有朋友告
诉他，“杭州有位老师，名叫钱
立新。你不妨问问他收不收
徒。”叶秋翔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打了电话，忐忑地自报家门。
钱立新看着他诚恳好学，又常
常往返杭州绍兴两地，遂决定
收下他。在绍兴，他只收了这
一个徒弟。

钱立新是“杭裱”派代表人
物，在他60多年的裱画生涯中，
曾任多位名家的专职裱画师，
亦被陆俨少先生赞誉为“江南
第一裱”。

叶秋翔在名师的指教下，
从基本功入手，日有寸进，月有
尺功，技艺更为娴熟。装裱有
新、旧字画之分，新的又分洗

霉、挖款等，而旧画，则要修旧
如旧，工艺繁复，不能有半点马
虎。经名师点拨，叶秋翔不仅
在揭裱环节攻克难关，而且在
接下来的洗、补、托等环节，也
学到了先前未曾掌握的技术。
洗画的关键是“去污留旧”，要
学会区别画面的“古色”和“污
色”。“古色”就像艺术品的时代
感和历史感，让人觉得温润自
然。如一味追求彻底洗净，把
画面的古色旧气同“污色”一起
抹去，不免失去古意盎然之韵
味，削减了艺术审美价值，并不
可取。这些以前未曾认知的裱
画技法，经钱立新悉心指导，叶
秋翔的眼界豁然开朗，他的装
裱技艺跨越了一大步。

坚守匠心
勤勉好学日臻佳境

叶秋翔告诉笔者，完成一
件书画装裱作品不少于10天时
间，装裱师还需要通晓书法与
美术知识，确保作品装裱完成
后，达到理想的效果。“为什么
这门手艺没人做？就是这个活
儿很慢又很累，也没钱赚。配
一张画的裱边，一摞摞的纸拿
出来比对，看哪张合适，来来回
回，反反复复，一个下午就过去
了。旁人看看也枯燥。”尽管这
样，“做手艺人，不做商人”，依
然是他匠心坚守的人生信条。
专业、专心、专注，匠心、耐心、
恒心，是他自认的职责所在。

在一般人看来，裱画仅仅
是一门手艺。但吃了40多年裱

画饭的叶秋翔却认为：“裱画这
行当，既是手艺，同时更是艺
术。裱画的过程，实际上是书
画家艺术创作的延伸，是对作
品的再创造。”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
发展，叶秋翔为传承书画装裱
注入新的内涵。镶料是装裱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别
具特色，这些材料都是自制
的。在他的书房里，就有不少
这样的老木料，都是他平时留
心收集的。

装裱字画不仅需要深厚的
美学素养，也需要在历史知识
中汲取营养。在他临窗的写字
台上堆着厚厚一摞书，一有余
暇他就翻阅几页。他说：“开卷
有益，人的学养要靠平时积
累。”他坚持研习书法、绘画，临
摹历代名家笔法，确保接笔处
与原件气韵相通。除此之外，
他还爱好金石古玩，靠着勤勉
和好学，交谈中时时流露出知
识的渊博、见多识广的素养。

在别人眼里，装裱字画无
非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但他自
有对职业的坚守。他痴迷于装
裱事业，锲而不舍、精耕细作，
传承着千年匠心。许多年轻时
一起学装裱的师兄弟现在大多
改行，另择他业，叶秋翔却一直
坚持着。由于声名鹊起，他平
时所接触交往的大都是书画名
家。交往中，他虚心求教、切磋
技艺，从中汲取艺术神韵和美
学理念，这使他的艺术修养和
装裱造诣也日臻完美。

■吴杭民

“人怕出名”，这话很有道
理。话说近百年之前，一代文
豪鲁迅就莫名遭遇了一起“假
鲁迅”事件，而且，事发地就在
杭州的孤山！

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杭州孤山立起了鲁迅像，鲁迅
倚山而坐，凝视西湖，引得众
人纷纷前往瞻仰、凭吊。最近
的《新文学史料》杂志记载：
1928 年 1 月 10 日，上海法政
大学女学生马萍痕在杭州孤
山就遇到一位“假鲁迅”，自称
是小说《彷徨》的作者，发行量
达八万，其实那位骗子叫周鼎
夏，后来查证是杭州某小学的
一位教师。

鲁迅当时已经是大名鼎鼎
了。于是，一封信突然打破了
鲁迅先生家的宁静——1928年
2月25日，鲁迅收到开明书店
转交的上海法政大学学生马萍
痕的一封信件：

树人先生：
我们自一·一〇在杭孤山

别后，至今已多久没见面了，前
在杭时，蒙先生允萍时常通讯
及指导，但是我在杭时，也曾有
信寄曼婻女士转先生，腊月廿
三，萍因生活关系，没奈，回沪
回家，也曾有信寄曼婻女士转
先生，并又有疑问，请问，但是
至今天已二月廿一号了，也未
见 覆 ，不 知 先 生 究 因 时 间 关
系？抑没有收到耶？使我很
念。

腊月廿三回沪至家，至今
已将一月，而在正月十五十六
考上海法政女讲，今已上课，但
是，唉！不愿写了，如果先生收
到了此信，希望先生抽空覆书，
至盼。

马萍痕廿一日
这封莫名其妙的来信让鲁

迅先生是一头雾水。
平白无故被人假冒！鲁迅

马上就写了一封信回给了这位
女学生，信里说得很清楚，自己

已经有接近10年没有去过杭
州，她见的必定不是自己，那名
所谓的“鲁迅”定是另有其人。

马姓女学生收到回信也很
是诧异，就约了一个曾上过鲁
迅先生课的朋友一同前去拜访
鲁迅，当见到真人后才确定，那
个在杭州孤山的肯定居然是一
位假冒者！

之后鲁迅先生写了一则启
事，名为《在上海的鲁迅的启
事》。文章用了他惯用的犀利
且幽默的文笔表明了自己的立
场。

文章说：“中国另有一个本
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
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
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
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
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
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
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
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
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
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

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
‘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
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
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
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
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这
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
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
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
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
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
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

‘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
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
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
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
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
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
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时光荏苒，距离杭州孤山
“假鲁迅”事件近百年了，目前
世 面 上 又 多 了 不 少“ 假 鲁
迅”——“迅哥儿带你去挣钱”

冰箱贴，“黄毛迅哥儿”、鲁迅戴
金项链的手办，油炸臭豆腐造
型的鲁迅绒毛玩具……据媒体
日前报道，电商平台上有些文
化创意产品无底线调侃鲁迅。
除此以外，诸如“黄毛迅哥儿”
潮流手办之类的文创产品早已
流行网络，产品上还配有“我本
来也是有酒的，喝得多了，也就
没了”这样的句子。这是幽默、
创新还是恶俗、伪文化？

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
会会长周令飞在北京中国现代
文学馆建馆40周年座谈会上，
针对当下一些电商生产的破坏
鲁迅形象的文创产品提出了批
评与质疑——“国家提倡文创
产业，一些电商就出现了油炸
臭豆腐造型的鲁迅绒毛玩具，
甚至还有染黄发、戴金项链、手
持金榜题名卷轴的鲁迅手办，
这简直是恶搞。”

“民族英雄”决不允许无底
线恶搞！迅翁如果泉下有知，
恐怕也会再一次“打假”了！

本报讯 记者李凡 通讯员
翁晓东报道 “我们工人的双
手建得起天堂！”日前，在宁波
工运浪潮的起点和丰工人运动
纪念馆，鄞州区职工“领读者”
阅读展演活动正式启动。现
场，来自全区13家工会组织的
代表围绕“讲红色工运故事·展
职工时代风采”主题，以朗诵、
舞台剧等方式，追溯百年工运
壮丽史诗，庆祝中华全国总工
会成立100周年，展现新时代
鄞州职工的风采担当。活动为
职工代表颁发“金牌领读者”聘
书，并宣布鄞州职工领读者“五
进”宣讲正式启动。

现场活动由职工“领读者”
阅读文艺展示、“金牌领读者”
聘书颁发及经典图书赠送等环
节组成。鄞州区明楼街道总工
会选送的《明初心·工未来》节

目用一声声深情朗诵，将观众
带回历史长卷，展现了工会组
织三代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力
量。随后，朗诵《大江大河》、情
景剧《血火丰碑》、单人脱口秀
《信念与征程》、情景剧《穿越时
空的电波》等13个节目依次登
场，展现了鄞州红色工运的光
辉历程，表达了新时代青年职
工的使命情怀。

“希望通过多形式、多平
台、多领域的活动，让广大职工
深入了解百年工运历程，在阅
读中感悟历史，在工作中践行
使命。”鄞州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鄞州区总工会
将开展职工领读者“五进”宣
讲，让更多工运故事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从书本走向人
心，助力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传承。

装裱修复技艺传承人叶秋翔：

学习能解决更多问题

经叶秋翔之手，无数件残损的古字画重现光彩。

多彩国防教育
“六一”的N种打开方式

“假鲁迅”，胆大包天！

在宁波工运起点
展职工时代风采

书香留痕

我眼中的劳模工匠

窗台上的一盆绿萝又抽出
了新芽，办公桌上的风信子正
顶着花苞倔强生长——在这个
被 KPI 和弹窗通知填满的时
代，你是否很久没有为这样的

“小事”驻足？青年作家贾九峰
的全新散文随笔集《从窗台的
花花到宇宙爆炸》，恰似一把温
柔的钥匙，打开被城市喧嚣尘
封的感知力大门。当我们跟随
他的笔触漫步于花草间、徘徊
在古迹旁、穿梭于人事里，会忽
然发现：原来生活的诗意，就藏
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微处。

从“草木皆情”到“万物有灵”：
构建新的生活认知坐标系

贾九峰的文字有一种神奇
的魔力，能让寻常事物焕发出
哲思的光芒。在首章《你看，这
世界开满了花》中，他写垂杨柳

“谁折了我的垂杨柳”，赋予植
物以被珍视的情感；写桃花“不
管人间事”，却在凋零中暗喻生
命的自在圆满。这些看似闲散
的草木记，实则是对现代生活
麻木症的温柔疗愈——当我们
学会像观察恋人般注视一朵花
的开合、像倾听挚友般解读一
片叶的私语，僵化的心灵便会
重新滋生出柔软的触角。

书中对历史古迹的书写
更见匠心。在《一个宇宙换一
颗红豆》里，苏东坡“此心安处
是吾乡”的豁达，经作者细腻
解读，不再是课本里的生硬典
故，而成为当代人对抗漂泊感
的精神锚点；普救寺的爱情传
说与园林中的双生花影交织，
让古老建筑不再是冰冷的砖
石堆砌，而化作情感传承的活
态载体。贾九峰用草木古迹
搭建起连接古今的精神桥梁，
让历史照进现实，让现实拥有
厚度。

对抗“丧文化”的温柔武器：
在破碎中打捞生活的光

当“躺平”“摆烂”成为年轻
人的口头禅，当“疲惫感”像无
形的网笼罩着都市丛林，《从窗
台的花花到宇宙爆炸》提供了
一种别样的破局之道。作者没
有空泛地呼吁“热爱生活”，而
是用具体的生活切片展现治

愈的可能：在《我们都是被爱
着的小狗》里，他写故乡的月
光、老友的书信，让“孤独像一
座花园”的哲思自然流淌；在
《养一朵花，直到它长大》中，
“日出和日落无法同时拥有”
的叹息里，藏着对“活在当下”
的深刻洞察。

这些文字之所以动人，在
于贾九峰精准捕捉到年轻一代
的情感痛点：我们渴望被理解，
却厌倦说教；我们向往美好，却
害怕被辜负。于是他选择用

“红豆最相思”“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等古典意象包裹现代情
绪，用“帽子的奇思妙想”“吃了
还想吃的味道”等生活细节承
载哲思，让读者在“似曾相识”
的共鸣中悄然卸下防备。正如
本书所要传达的：“不完美的一
天也会有耀眼的瞬间”，他教会
我们在满地六便士的世界里，
偶尔抬头看看月亮。

在快时代慢阅读：
可以“随身携带”的心灵指南

这不是一本需要正襟危坐
研读的“大部头”，而是可以随
时翻开、随时合上的“生活手
札”。它适合在春日的飘窗边
配一杯花茶阅读，让书中的桃
花与窗外的新绿相映成趣；也
适合在冬夜的暖灯下伴一杯热
酒细品，让“梅花落满南山”的
意境驱散寒意。《从窗台的花花
到宇宙爆炸》让平凡生活拥有
了诗的质地——原来我们缺的
不是热爱生活的能力，而是发
现美好的眼睛。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习惯了用短视频“速读”世
界，用热搜标签“定义”生活。
但贾九峰告诉我们：真正的热
爱，始于慢下来的凝视。当你
读完书中“和草木站在一起”的
篇章，或许会忍不住走到阳台，
轻轻触碰那株被你忽略已久的
绿植。那一刻，叶片上的绒毛、
叶脉里的纹路，都会成为生活
赠予你的礼物——这，或许就
是这本书的终极魅力：它不教
你仰望星空，却让你在低头时，
看见脚下的土地正绽放着星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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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

在一朵花里
看见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