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华青 电话：0579-853810102020年6月12日 星期五 校对：王英4

●●●●● ●●●●● ●●●●●C YM

▢ 通讯员 吴青青

6月9日，苏溪镇举办“美丽城镇·
苏溪印象”苏溪诗路建设研讨会，来自
党史、教育、规划、文化、媒体、旅游、企
业等领域专家及苏溪镇干部工作员共
40余名参加研讨会。会上，专家们紧扣
美丽城镇建设主题，从苏溪镇山水禀
赋、文化特色、历史人物、人文古迹、文
化活动等方面为苏溪镇规划、建设“苏
溪诗路”提供宝贵意见和智力支持。

苏溪镇诗歌文化积淀丰厚，为苏
溪镇打造义乌市第一条“诗路文化”奠
定了基础。“苏溪诗路”以发源于清潭
山的大陈江为纽带串联起沿线的青
山、绿水、田园、亭台、庙宇以及烟雨、
樱花、翠竹、麻桑，以成为展示孝义文
化、乡土情怀的重要载体，通过串珠成
链、以线带面，带动苏溪镇美丽城镇建
设。“苏溪诗路”全长约21.5公里，计划
通过“一江两岸三线十二阑（景）”以及
古村慢行线、滨水春花线、滨水秋叶
线、巧溪水库线等四个部分的规划建
设，把“苏溪诗路”打造成为具有苏溪

文化特色的“山水诗画长卷”，以带动
苏溪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成为苏
溪人民休闲娱乐又一重要场所。

“苏溪诗路”是苏溪镇美丽城镇
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申报省级
美丽城镇样板镇以来，苏溪镇以

“抢”的工作作风，“战”时工作状态
投入美丽城镇建设，围绕美丽城镇
建设“功能便民环境美、共享乐民生
活美、兴业富民产业美、魅力亲民人
文美、善治为民治理美”的“五美”要
求，立足于“人、产、城、文、景”，实施
了建设提升荷花芯公园、清潭公园，
改造提升龙祈路、人民路等六纵十
横的城镇道路，国贸大道桥下空间
综合利用，老工业区、华神区块有机
更新，举办大型音乐节、诗歌比赛等
系列举措和活动。据了解，苏溪镇美
丽城镇建设项目共计88个，总投资
5.2亿元，以补齐城镇建设短板，促
进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苏
溪人民、高新企业发展提供优质人
居环境，高品质公共服务，打造苏溪
成为义东北又一颗璀璨明珠。

美丽城镇 苏溪印象
“苏溪诗路”建设研讨会举行

随心所欲的捆扎创作出了光怪陆离
的花纹，扎染似乎总是在用一种缄默不
语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自由不羁，而扎
染的自由不仅仅体现在捆扎方式上。

植物染通过提取植物中的色素，
创造出斑斓多姿的色谱，把面料染成
各种美丽的颜色。栀子果、金盏花可以
染出淡雅的黄色，樱花树干染出的粉
红色似夏季的晚霞般温柔，紫薯皮的
紫色、五倍子的灰黑色等等，各种材料
都可以制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扎染实
在是一门可以在任何一个步骤上挥洒
创意的艺术。”楼沙漠霜拿起一枚锈
钉，一捧泥土，“尽管是这样毫不起眼
的物件，在扎染上也可以发挥自己的
作用，为布料上色。”

楼沙漠霜在扎染时使用的染料也都
是自己酿制的，常见的“蓝染”，染出的是
蓝底白花布，最受大众欢迎。“蓝染”由蓝
靛染料制作而成，而染料则是采集板蓝
根、山蓝草等植物的茎叶，将其浸泡数日
后过滤制得。“小筑”中存积的蓝靛染料
被楼沙漠霜称作“蓝宝”。每日的必修课

就是检查蓝靛染料，通过搅拌检验染料
浓度。同时，为了保障蓝靛染料的可持续
性，她还在衔泥小筑的不远处，播下了一
片板蓝根田，悉心照料，为来年获得更多
的蓝靛染料做准备。

除了“蓝宝”，楼沙漠霜最宝贝的还
得是“柿染”。这一罐子神秘的染料，花费
了半年的时间才发酵成功。原料是2019
年8月采摘下的青色稗柿，切成块状滤
渣加入米酒和白糖后发酵而成。“柿染”
染出的布料初为淡橘色，但由于其中富
含单宁，它还具有越晒颜色越深的特性，
因此又有“太阳之染”的美誉。

扎染技法的多端使用让布料也富于
变化，既有古朴的靛蓝也有时尚的多彩
渐变，图案不局限于朴实浑厚的传统审
美，夹杂着变幻流动的现代美学，同时还
具有中国画水墨韵味的美和写意缥缈的
朦胧美……各式各样的扎染都离不开楼
沙漠霜天马行空的创意想法。除了亲手
染制布料，她还参与布料纹案以及周边
抱枕、耳饰、衣物等延伸产品的设计与制
作，将扎染之美发挥到极致。

心随意动取万物 一草一木皆可染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6月8日晚，市文化馆“蒲公英”
公益群文课堂线下培训正式开课。
开课首日，声乐班、化妆班的 30 余
名学员悉数到场，在课堂上与老师
积极互动，认真学习声乐基础和化
妆手法。

在文化馆化妆室内，化妆老师
贾若嫚一步一步详细地为学员讲解
化妆步骤。“我平时是做生意的，需
要在许多公共场合与人交际，所以
想要来学习一下化妆技术。”学员王
晓玲一边掏出手机备忘录记课堂笔
记一边告诉记者，自己对文化馆的
工作一直十分支持，是市文化馆志
愿者中的一员，得知公益课堂开课
的消息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在声

乐教室内，20余名学员围坐在钢琴
边，跟随老师进行发声练习和识谱
唱词，悠扬的歌声萦绕在文化馆内。

据了解，2020年3月，第一期“蒲
公英”公益群文培训便以网上教学课
程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市文化馆先后
组织声乐、舞蹈、戏曲、钢琴等多位专
家教师拍摄教学视频，并在“义乌市
文化馆”公众号上进行发布。截至6
月8日，“蒲公英”公益群文培训线上
教学课共开设15个课程，总计完成
60个课时，点击量达两万多人次。

据了解，本次“蒲公英”公益群文
课堂线下培训共开设声乐、舞蹈、戏
曲、器乐、瑜伽、少儿模特、中国画等9
个艺术门类，共12个班级，通过前期
的报名以及电脑摇号筛选，最终选取
160名学员免费参与课程学习。

“蒲公英”公益课堂开课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6月3日，我市部分作家、书画
家及媒体记者在义乌万善文化发展
公司的组织下，前往赤岸镇乔亭村
开展调研考察，为古村落保护开发
利用把脉开方、建言献策。

乔亭古村历经千年，至今传统

风貌依旧，村中现存 30 处传统建
筑，代表性建筑为明代的端本学堂、
祥和堂，清代的大夫第、漱芳堂和民
国时期的敦睦堂。拥有国家级非遗
项目迎龙灯，省级非遗项目红曲传
统制作技艺，县级非遗项目戚家军
鸳鸯阵。2019 年乔亭村被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

把脉乔亭古村落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6月9日下午，北苑街道2020年
“老乡说小康”农民故事大赛在辖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来自各社区
（村）的16名“老乡”齐齐相聚，讲述北
苑街道“美丽城镇”蜕变的故事。

在现场，围绕乡村振兴、带头致
富、美丽乡村、社会治理等主题，参

赛选手用平实的语言、接地气的事
例，生动讲述了老百姓奋斗圆梦的事
迹。大家绘声绘色分享了脱贫致富奔
小康过程中的亲身体验和鲜活故事，
描绘着小康路上农村和农民生活的
巨大变化与发展成就，展望着乡村振
兴的美好愿景。带着“泥土”气息的生
动故事，生动反映了新农村的喜人变
化，引得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

北苑举行“老乡说小康”
农民故事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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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是我国传统印染工艺，在民间流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染色法

正在工业化进程中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如今甚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从熬制染

料到反复印染晾晒，用漫长的时光去漂染一件布匹。在李祖村内，却藏着一位

扎染姑娘楼沙漠霜，她将扎染这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用变化万千的作品

诉说着扎染古老的技艺和美学。

新绿荫中燕子飞，数家楼台自相依。
夏日熹微，田园村景怡人，李祖村口的杏
树枝头结起了累累硕果，燕子呢喃飞过。
循着它翅膀划过的轨迹，记者走进了“衔
泥小筑”扎染工作室，四方合围的庭院里
已有深深夏意，花草茂密，燕子低徊，在
打理得当的院子里，数匹深蓝色长布从
二楼的竹竿上似瀑布般悬挂下来，遮挡
住外头火热的太阳，在院内只消稍坐片
刻，夏季的暑热都烟消云散。

楼沙漠霜是个连名字里头都透出不
一般个性的女孩，她的日常工作更是充
满了诗情画意。清早趁着晨光打扫院落，
到附近的苗圃里打理种植的板蓝根；在
午后看日头正好，便搬出染缸捣浆染布，
洗晒布料；闲暇时顺手摘一把村口刚熟
的杏子，与亲友坐在庭中弹琴品茗。看到
笔者来访，她便塞上一只蓝布抱枕道：

“都是自己染、自己做的棉布抱枕，靠在
背上特别舒服！”仔细搓摸，果然细致绵
柔，朴素却舒适。

环顾小院，铜钱草样式的布块，团

花纹样的小衫，渐变绚丽的纱巾，各式
各样的扎染成品看花人眼。“我是服装
设计专业毕业，对布料以及色彩有着敏
锐的欣赏力，但是当我第一次遇上扎
染，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这门艺
术。”2018年，楼沙漠霜与好友前往云南
大理旅行，在路上，他们偶遇了一间有
着 400 多年历史的染坊，在那里，楼沙
漠霜看着染匠们将一块块素白的棉布
染制成花团锦簇的蓝底白花布料，心动
不已。通过多次前往云南等地学习观
摩，以及反复试验，她终于触摸到了扎
染的门道，回到义乌创立“衔泥小筑”，
继续研磨扎染。

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
工艺，是一种织物在染色时部分结扎起
来使之不能着色的染色方法。“尽管学习
了多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刚入门。”楼
沙漠霜解释，扎染看似只是一种印染手
法，但它却包含了如何扎、用什么染、怎
么染等多种门径，只要一步不同，染出的
布料花纹颜色也是不同的。

衔泥燕子争归舍 扎染技艺学回家

据记载，扎结防染的染布技法历史
悠久，大约东晋时期便开始在中国云南、
四川等地流行开来。将布料用绳子以各
种方式捆绑后投入染缸进行煮染，拆除
扎线后，织物上即可出现意想不到的花
纹。时至今日，扎染艺术因其独特的图
案，丰富多彩的变化，仍然保持着经久不
衰的活力。

在“小筑”中染出的布料，纹样繁杂，
既有较简单的小簇花样，如白色小圆点
的“鱼子缬”，圆点稍大的“玛瑙缬”，花斑
酷似梅花鹿的“鹿胎缬”等，也有利用连
点成线绘制出的蝴蝶、腊梅、海棠等整幅
图案花样。

楼沙漠霜拿起几匹捆扎成团状的布
料向笔者展示，不同的纹样使用的是不同

的捆扎方式。夹染就是用两根筷子或者夹
子把布夹在一起，使中间被夹的地方不受
到染料的浸泡而产生花纹。布料一般以Z
字形折叠，出来的花纹中规中矩，常为长
条状规整条纹；而捆扎法则比较随心随
意，可以是拎起布料的一角捆扎，也可以
掂起在布料中间加一点石头或硬币一起
捆，形成圆环形花朵纹的效果；其中最为
复杂的就是针缝法，它以针代笔，走线便
是笔画，一针一线地缝出想要的花纹与式
样，需要耗费巨大的耐心。“仅一匹长宽
1.1米的传统铜钱纹样布料就需要27000
针，但使用针缝法印染出来的花纹势必是
最复杂好看的。”楼沙漠霜坦言，她染出的
针缝法布料，27000针是最少的数字，大多
数布料的纹样都需要更多的针数。

千般万化扎绞缬 水墨写意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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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沙漠霜穿着自己印染设计的衣服。

楼沙漠霜正在教导小朋友进行印染。

楼沙漠霜的“衔泥小筑”工作室。

楼沙漠霜把扎染织物点
缀在草帽上。

用“柿染”染制的橘色短袖。

扎染制作的桌布。

扎染丝巾。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6月10日下午，由市委组织部（机
关工委）、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旅局、
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礼献英雄——义
乌市疫情防控主题视觉艺术作品展”
在义乌市文化馆七墨艺术馆正式开
幕。开幕式上，金云虎、韩立、吴丽香、
叶洪桐等艺术家向援鄂医疗队代表、
市文化馆捐赠抗疫主题书画、剪纸作
品，用艺术作品“礼献英雄”。

此次作品展作为义乌市直机关
迎“七一”系列首个活动，旨在通过艺
术作品向抗疫英雄献礼，感恩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者及所有为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作出贡献的人们，
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通过有序
组织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参与观
展，以榜样的力量激发抢干快干内生
动力，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机
关党员干部带头以拼争抢创的精气
神为“七一”添彩、为义乌加油。

参展作品从艺术角度再现了14
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坚韧团结、和衷共济，努力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生动画面。作品种
类涵盖绘画、书法、设计、工艺美术、
雕塑、装置艺术作品等，作品形式风
格多样，展现了义乌市艺术家较好的

艺术创作水准和较强的视觉震撼力，
代表着义乌市美术创作的最新成就。

在疫情期间，一幕幕动人的抗
“疫”画面为广大艺术工作者提供了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十
八位义乌援鄂医护人员主动请缨，
不论生死，逆流而上，奔赴抗疫最前
线；党员干部、医护工作者、公安干
警、志愿者们冲向抗疫第一线守护
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
次展出艺术作品的作者中，既有资
深的老艺术工作者，又有美术界涌
现出的后起之秀，更有风华正茂的
青少年美术爱好者。他们用手中的
画笔绘制绚丽多彩的画面；用坚韧
的刻刀制作巧夺天工的工艺作品；
用毛笔书写振奋人心的书法作品，
奉献精神力量鼓舞人心，极大丰富
百姓的文化生活，将艺术和文明新
风传播到群众身边，打通宣传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据悉，此次展览分为线上微展
和线下美术馆展览两部分，线上展
览共收到美术作品三百余件，目前
已全部分配展出结束。线下展览共
收到一百八十余件作品，是义乌迄
今为止视觉艺术活动中涉及群众面
最广、年龄层次跨度最大、投稿数量
最多的一次，部分在外地的义乌籍
艺术家也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参与。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礼献英雄——义乌市疫情防控主题

视觉艺术作品展正式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