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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中国正在消失的民间手艺
时代的进步导致生

活方式的变迁，现代科技

取代了曾经的手工劳作，

一些民间手艺也慢慢被

人遗忘。这些正在消失

的老行当里面有你熟悉

的感觉吗？

修鞋匠

一架补鞋机、两个小板凳
便是修鞋师的全部家当，街边
的角落就是他们劳作时的容
身之地。

这门手艺看似不起眼，但
是里面却讲究得很。腿上搭
一块布，手上一根针，便将破
旧的鞋子恢复如初。

十几年前，他们修一双鞋
子最多可以赚两三块钱，现在
他们修一双鞋可以赚十元。
物价虽然上涨了，但是却没有
人愿意修鞋了。（摘自网易）

中国仙文化之窗

寻味中华名楼
蓬莱阁：

蓬莱，既是理想之境，也
是地名。据史料记载，在战
国时期，人们想象在人间海
上有仙岛，其中一座就是蓬
莱。而蓬莱作为地名始于汉
朝，汉武帝巡幸至此，寻访神
山而不遇，便筑起一座小城，
冠名“蓬莱”。

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当
地逐渐发展成山东半岛的重
要进出港，成为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一个起点。来自朝鲜
半岛和日本群岛的遣唐使节，
就曾多次从登州（今蓬莱一
带）港登陆。

蓬莱阁所坐落的丹崖山，
因山石呈红褐色，又绝壁高耸
而得名。北宋嘉祐六年（1061
年），登州知州朱处约见丹崖
山极顶山高海阔，风景绝佳，
便在此修建蓬莱阁。

从建筑规模上看，蓬莱阁
主阁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中
规模较小的一座。历经宋、
元、明、清等数代修葺，蓬莱阁
建筑群才有了今日之规模。

截至去年，当地已完成了
对蓬莱阁主阁等建筑单体的彩
绘工作，以及丹崖山岩体加固、

小海南岸护坡护
墙修缮、安防消防
系统升级等工程，
让文物资源永续
利用。

走进修缮一新的蓬莱阁
主阁，窗格瓦楞光彩明艳，雕
梁画栋栩栩如生。“八仙”在
这里或坐，或立，或卧，或倾，
开怀畅饮的形象跃然眼前。
八仙飘带、八仙丝巾、蓬莱阁
雪糕……景区里新颖精致的
IP文创产品备受青睐。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

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
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在
蓬莱阁景区的“苏公祠”内，来
自海内外的苏轼粉丝争相诵
读《海市诗》碑刻上的文字。

苏轼曾短暂担任登州知
州，其间他意外看到了难得一
见的海市蜃楼奇景，并留下千
古名篇。他还深入了解民情，
向朝廷呈上《乞罢登州榷盐
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

在“水军状”中，苏轼请求
“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
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
得差往别处屯驻”，以确保登

州一带安宁。
400余年后，登州人戚继

光完成了苏轼提出的海防设
想。戚继光曾在山东备倭十
余年，以蓬莱水城为中心进行
了一系列海防建设，使登州成
为当时东部沿海防线上最为
牢固的防区。

行走在蓬莱阁景区，游客
还能体验到小场景演绎带来的
惊喜。装扮成“八仙”的演员迎
面走来，亮出宝器绝活；携带书
童的“苏轼”拿出笔墨，邀请游
人挥毫赋诗。

蓬莱阁景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今年该景区将开放后海，
开发亲水游等项目，实现上山、
下海、登阁、入市，以更加亲近的
姿态迎接海内外游客。
杨兵 王娇妮（摘自中国新闻网）

北京市西城区近日推出中
轴西望——时光里的非遗路书
体验活动，游客可通过“中轴西
韵”“中轴西艺”“中轴西学”“中
轴西品”4大主题探寻北京记忆
与中轴记忆。

据了解，北京中轴线创始于
元代，形成、完善于明清至近现
代，历经750余年，是世界上现存
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

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轴线不仅是北
京的空间之轴、文化之轴，更称
得上是北京的灵魂和
脊梁，蕴含着从古到今
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与
历史。此次启动中轴线
西翼非遗路书体验活
动，不仅希望吸引更多
游客感受北京特有的首
都风貌，也希望通过这
种互动感强、参与度高
的活动，让游客在游览
中感受中轴之美和非遗
之趣，直观了解非遗技
艺，参与非遗体验，推动
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北京中轴线长7.8
公里，是活态的文化遗
产，西城区所在的中轴
西翼充斥着现实生活
的烟火气，如传唱至今
的京韵大鼓、强健体魄
的八卦掌、生动可爱的
兔儿爷、满香溢口的茉
莉花茶等。

记者了解到，本次
中轴西翼非遗路书体验
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路线一：中轴西韵

薪火相传的京腔

传唱百年，京腔京
韵，广采博收，不浊不
飘。如果有兴致，民众
可以去老舍茶馆听一
场鼓曲演出，在正乙祠
戏楼中，现场感受婉丽
妩媚、一唱三叹的昆曲
艺术。六必居地道的
老北京酱菜，瑞蚨祥的
中式服装，以及内联升
的千层底布鞋也可体
验一番。

体验点位：六必居-瑞蚨
祥-内联升-老舍茶馆-正乙祠
戏楼

路线二：中轴西艺学做北

京守艺人

在“中轴西艺”路线上，可
以尝试一次蜡果制作，葡萄、苹
果、草莓轻轻松松“以假乱真”，

还可以学一套八卦掌，体验一
次“古籍修复”，赏鉴折扇名作，
走进一得阁看一滴墨水的诞
生，在戴月轩制作一支湖笔。

体验点位：刘秀华蜡果工
作室-北海公园-八卦掌博物
馆-中国书店-一得阁-宏宝
堂-戴月轩

路线三：中轴西学用巧手

传承非遗

站在北京中轴线和大运河
文化带两大文化轴线交汇的节
点——万宁桥，吹一次从潋滟

水光上“奔跑”而来的
风，然后顺着“中轴西
学”线路向南出发，学做
一次风筝扎制，在荣宝
斋体验一下木版水印，
去天桥艺术大厦看场北
京皮影戏，顺便买个老
北京兔儿爷送给朋友。

体验点位：郭守敬
纪念馆-万宁桥-王赤
峰风筝艺术之家-荣宝
斋-老北京兔儿爷-天
桥艺术大厦-天桥印象
博物馆

路线四：中轴西品

舌尖上的北京味

正兴德的茉莉花
茶，丰泽园的精妙鲁菜，
仿膳饭庄的清廷御膳，
还有天福号酱肘子，柳
泉居的京菜，独具特色
的护国寺小吃，都不能
错过。

体验点位：护国寺
小吃-仿膳饭庄-天福
号-桂香村-柳泉居-正
兴德-丰泽园-张一元

家住什刹海的张先
生带着孩子来体验打卡，
“柳泉居的豆包，丰泽

园的烤馒头都是北京孩子从小
吃到大的美食……今天这次体
验活动正好在周末，带着孩子逛
一逛中轴线，尝一尝我记忆中的
美味，体验一下非遗文化的魅
力，激发他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杜燕 李硕 石伟

（摘自中国经济新闻网）

中
轴
西
翼
非
遗
路
书
体
验
活
动
启
动

探
寻
北
京
记
忆
与
中
轴
记
忆

近日，沈阳西红市夜市中
的“沈阳鸡架博物馆”增添了夜
市新风景，让食客不仅有滋味
可寻，也有“文化”可追。

在鸡架博物馆展示区，鸡
架的各个部位被细化成模型，

独立放大，并配以吃法和特殊
文案。比如，鸡架是“一身傲
骨，熟了更香”，鸡脆骨是“把这
个位置留给你的人，一定是很
爱你的人”等等，妙趣横生。

夜市中，吊烧、烤、煎、熏、
炸、拌，各种烹饪方
法制作的鸡架应有
尽有，让食客“嗦
啰”出不同的滋味，
满足味蕾。

王艺霖

（摘自东北新闻网）

夜幕降临，酷热渐消，黄浦
江上吹起了晚风。不夜的上海
“点亮”灯火，文博让“夜游”趣
味盎然。

在上海陆家嘴地标建筑上
海中心大厦的37层，上海观复
博物馆迎来今夏第一场“国潮
之夜”。身着古装的导览员正
为夜间观众趣味讲解该馆的精
美文物：“这件乾隆年间‘不差
钱’的漆器(指‘紫檀黑漆描金
百宝嵌耄耋纹长方盖盒’)使用
的是珍贵难得的紫檀木料，盒

盖上的花纹是猫咪和蝴
蝶，这个图案在古代并
非表示可爱，而是寓意
‘耄耋’。中国人对不同
年龄段有特定称谓，八九
十岁是耄耋之年，所以耄
耋纹代表了‘长寿’。”

“国潮之夜”鼓励观众穿古
装服饰到馆参观。“一是因为穿
古装很有仪式感，能够从中体
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和古
韵；二是现场工作人员也都穿
着古装，观众入馆后会更有穿
越感，沉浸式领略古代文物之
美。”上海观复博物馆推广主任
牛杰峰表示，“家庭式”游客在暑
假明显增多，不少游客会在上海
中心大厦周边游玩至深夜。

而在一些游客看来，夜晚
“自带”神秘氛围，古老的文物

仿佛会在夜间“苏醒”，因此“夜
游”博物馆又是另一番文化享
受。灵活的观展方式也让“夜
游”上海观复更显有趣，游客花
样“解锁”其“网红”金器馆，利
用玻璃展柜的倒影“试戴”黄金
首饰，“玩”得不亦乐乎。逛完
博物馆，走出上海中心大厦，还
能“无缝衔接”陆家嘴的美好夜
色，别有风味。

记者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了解到，上海今夏有17家重
点博物馆将在周末晚间开展各
类“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包括
延长开放时间、举办特展及教
育活动、打造跨界融合文旅新
样式等，让观众体验“展览+活
动+文创+社交+生活”的综合
性博物馆奇妙夜。如上海博物
馆配合新展“与时偕行——金
石传拓技艺”，将举办“古器物
全形拓历史漫谈”讲座；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将开放“江海撷珍·
博物馆奇妙夜”，通过展览探
秘、亲子微演讲、弄堂游戏、露
天光影剧等形式，丰富城市夜
间生活体验。
“我们把‘江海撷珍——长

江口二号科学考古进行时’展
览和夜场深度融合，呈现出与
白天不一样的风格和内容，更
强调互动感、体验感，以博物馆
的特色文化活动促进夜间经济
消费。”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
周群华告诉记者，上海的夏天
很美好，上历博所在的人民广
场区域是上海“不夜”的景点之
一，该馆后续也将不断推动夜
经济的开发。 王笈（资摘）

“文博游”融入申城夜色

开在夜市里的
“沈阳鸡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