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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岁寒，然后知松

柏之后凋也。随着气温降

低，霜雪不凋、四季常青的

松树盆景广受青睐。越来

越多的义乌盆景爱好者，

会在家中养上几盆，或置

于几案上，或列于亭榭中，

足不出户便可领略田野山

水的胜景幽趣。

“松树是最能体现我

国盆景艺术的优质树种

之 一 ，被 尊 为‘ 百 树 之

长’。相对柏树盆景，价格

更加亲民。同样的，它的

霸、傲，披鳞带甲、盘根错

节、屹立苍古，也引领了

盆景的风骚。”义乌市风

景园林学会盆景艺术分

会会长陈劲松介绍。

义乌历史文化悠久，

植物资源丰富，盆景素以

浙江代表树种五针松、天

目松为主。一些品质优良、

年份悠久的精品松树盆景

已成为义乌各大盆景园的

镇园之宝。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
第六批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我市
11人入选。

此次我市入选的种类涉
及 民 间 文 学 、曲 艺 、传 统 体
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类等，公布的金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包括：颜乌的传说颜金
高、义乌道情宋松芳、后宅高

跷傅建群、义乌根艺王关兴、
义乌东河肉饼制作技艺张爱
珍、古琴制作技艺陈明亮、义
乌金银首饰加工周洋霞、打
铁金后高、义亭陶缸制作技
艺贾仕根、义乌红曲传统制
作技艺朱志勤、丹溪红曲酒
传统酿造技艺陈铭。

金华市上一次公布金华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名录，还是在 2019 年。加
上这次公布的名录，目前，我市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已有61人。

我市11人入选
第六批金华市非遗传承人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2024 年是农历甲
辰龙年。临近新年，“龙腾商城·
贺新年”2024年龙文化主题漫
画展组委会面向全国漫画家、
漫画爱好者征集龙文化主题漫
画作品，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丰富龙文化内涵，增强文
化自信，共创美好生活。

本次征稿活动截至 2024
年1月10日，要求作品围绕“龙
文化”主题，展示中国龙的文化

内涵。感兴趣的作者可将作品
电 子 稿 发 至 收 稿 邮 箱 ：
30659692@qq.com。

据悉，组委会将委托由专
家组成的评审组对作品进行公
开、公正评选，经过初评、复评
程序，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作
品及入展作品共50件，其中获
奖作品10件、优秀作品40件。
评选结果将在“义乌市文化馆”

“义乌现代漫画动画艺术研究”
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示，并进
行线上展。

2024年龙文化
主题漫画展征稿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近日，稠城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迎来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气象课堂”，吸引不
少辖区居民到场参加。

本次活动主题为“气候科
普进社区，生态文明于心间”，
由稠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联合通惠社区银耀干部志愿服
务队共同开展，旨在引导社区
居民进一步提高对气象预警信
息、气象灾害预报的认识，最大
限度地减少和避免因气象灾害
造成的损失。

活动现场，来自义乌市气
象局的相关专业人士，通过播
放小视频及讲解课件等方式，
图文并茂地向大家普及气象知
识和避险常识。为加深大家的
认识，主讲人从各种气象符号
标识、警报级别、常见气象灾害
的特征出发，进行一一讲解，并
结合一些实际例子提醒大家具
体的应对方法。讲座结束后，居
民还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观看
了有关气象科普宣传海报，进
一步了解气象灾害防御避险知
识和相关防范应对措施。

家门口的“气象课堂”开讲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12 月 14 日下午，
上溪镇新民村文化礼堂乐声阵
阵，喜气洋洋，“云上之溪，美丽
乡村”征文比赛颁奖仪式举行。
现场，荣获特等奖和一、二、三
等奖的21位文学爱好者，获颁
证书和奖金。

据悉，“云上之溪，美丽乡

村”征文比赛从11月12日开始
至12月10日结束，共收到作品
160余篇，或人或事，或侧面或
全貌，或情或景，或文化记忆或
场景再现……参赛者围绕“云
上之溪，美丽乡村”主题，以诗
歌、散文等形式，表现了上溪镇
秀丽风景与文化传承交融、人
文传统与现代观念兼容并蓄以
及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

“云上之溪 美丽乡村”
征文比赛落幕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文
张云飞/摄

本报讯 12 月 16 日，义乌
市第十三届“武林大会”暨段位
制考评赛在义乌工商职院体育
馆开赛。

本次“武林大会”由市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体育
总会主办，市武术协会承办，
吸引我市 69 支代表队的 1300
多名选手参赛。参赛选手中，
年龄最大的 79 岁，最小的仅 4
岁。竞技项目包括自选项目、
规定项目、传统项目、对练项
目和集体项目等五大项，包含
拳术、刀术、枪术、剑术、棍术、

拳术对练、器械对练等 40 余
种子项比赛。

据悉，义乌是著名的“全国
武术之乡”，武术在这里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长期以来，义乌高度重视体育
事业发展，从政策、财力等各方
面给予大力扶持，使传统武术
得到传承。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增进武
术爱好者的交流，每年举办一
次“武林大会”，旨在深入贯彻
实施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弘扬武术精神，发掘培养
武术后备人才，助推我市全民
健身热潮。

义乌市第十三届
“武林大会”开赛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大陈镇团结村、杜桥村和苏
溪镇立塘村都是我市有名的盆景
专业村。陈劲松的盆景园就坐落
在团结村内，园内摆放着各类盆
景两三百盆。

“松树盆景品种较多，浙江省
以五针松为代表，细分品种不少，
数量也比较多。黑松又称‘男人
松’，松针很硬，充满阳刚美；黄山
松被称为‘君子松’，枝条很飘逸；
马尾松的针毛很蓬松，向下垂似
马尾；赤松称为‘女人松’，更具婀
娜之态。”陈劲松对自己养的松树
盆景品种如数家珍，“锦松超过七
八年后，树干会开裂有不规则的
块状突起，树形随裂痕扭曲，凹凸
奇特，古朴苍劲。”

据悉，松树盆景四季常青，
寿命可达五六百年。与其他杂木
盆景相比，制作过程要耗费十数
年至数十年，甚至需要精心养护
上百年。“除精湛的培养技艺外，
还要耐得住数十年如一日的寂
寞。”陈劲松介绍，养成一盆五针
松盆景，先要把幼苗黑松嫁接五
针松，养在山地十多年甚至二三
十年，之后再上盆，历经数十次

修剪，人工蟠扎、切芽等驯化，方
能成形。2007 年，他从朋友处购
得当时义乌有名的“三棵门面
松”之一，取名《傲然》，“这盆锦
松，从树干鳞片开裂情况判断，
树龄已超过 75 年，上盆时间已
近20年了。”

自2004年，陈劲松重拾养盆
景的爱好，至今已有 20 年。在他
看来，在松树盆景养护中，光照和
通风特别重要，要适当疏掉老毛。
造型中，可参照中国画技法经典
教材《芥子园画谱》，先构思好设
计图，再根据松树的生长变化不
断精雕细琢。“题名也需要琢磨，
多学习研究古诗词。”陈劲松回
忆，他曾养了一盆锦松，因外形十
分苍老，便取名为《廉颇老否》，因
此获评地区级大赛银奖。

“冬季，松树盆景比较耐寒，
但在温度低于零下 5℃，有严重
冰冻时，也要注意保暖。在义乌，
可用厚布把盆和根盘包裹严实，
并在寒潮来临之前浇透水，因为
干冻比湿冻更容易把根冻坏。”采
访接近尾声时，陈劲松反复叮嘱。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张云飞 文/摄

耐得住数十年如一日的寂寞

翻开《义乌盆景》一书，前言
曰：义乌盆景深受以潘仲连大师、
胡乐国大师为代表的浙派盆景的
影响，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追求
诗情画意。

多年来，义乌盆景人一以贯
之，尤其注重在盆景艺术中表达
精神文化内涵，得到省内外盆景
界一致好评，涌现出一批盆景大
师。其中，盛光荣曾获全国最高级
别奖项——“中华瑰宝奖”，成为
获此殊荣的全国十位大师之一；
楼学文获评“BCI 国际盆景艺术
大师”；刘金生、吴三团获评“浙江
省盆景艺术大师”。

获评中国盆景艺术大师的盛
光荣，是义乌盆景界的引领者之
一。2017年8月，由他编著的《盛苑
盆景》一书出版发行，共收集杂木
作品、松柏作品照片90多幅，文章
数篇。“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不可多
得的盆景图册。”胡乐国先生在序
言中盛赞道：“盆景是文化，盛光
荣的水平不仅在于他对造型技艺
把握得多么精准到位，更重要的
是他将作品的精神内涵表现得十
分丰富充实。”

书中，多幅作品的介绍中均
言：盛光荣喜好五针松，其五针松

作品颇多，但各有其味，绝无雷
同，或正是生活百态的写照，各自
精彩。仔细观赏其作品《豪情常
在》，可见功力极深：五针松的鳞
片皱裂，可见树之老态，培育时间
已然不短；主干干身如一弧完美
的曲线，风情万千又不失刚直气
度；右第一出枝横展迭出，舒展不
做作；干身黄金比例处的出枝为
精髓所在，凝聚了作品全部的张
力。“豪情何在？豪情就在这平凡
的一托之力，豪情就在这朴实平
凡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里。”
文末总结说。

除了五针松，盛光荣对黄山
松、锦松等也很钟情。此外，他还
十分推崇组合式盆景。2015年春，
他用费尽心力培育多年的9株五
针松小老树创作了组合式盆景，
取名《和风细雨看灵山》寓意颇
深，并将创作过程拍摄成图，把心
得撰写成文，题曰：《幽林妙境凡
中来——浅谈组合式盆景的选材
之道》。他说：“从思维空间上说，
组合式盆景更能发挥创作者的创
造力与想象力，更有玩味……可
见普通素材如果组合得好，要比
一般单株盆景更耐看，更能表现
出诗情画意般的悠远意境。”

注重表达精神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盆景艺术起于汉、盛于唐，自
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文人墨客
喜爱之物，到了明、清时期，才进入千家万
户。清末战乱开始，盆景几近绝迹。一直到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盆景又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近年
来，喜欢盆景的人越来越多，盆景已悄然成
为“雅俗共赏”的鲜活艺术品，其中松树盆
景依然是不可动摇的“长者”。

义乌市风景园林学会盆景艺术分会成
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2004年前后发展壮
大，至今已有会员100多人。30多年来，义
乌主办了多次盆景展览，不少优秀作品在
国家级、省级展览中屡获大奖，赢得盆景界
同行的好评。

数年前，为了普及盆景艺术，义乌市风
景园林学会盆景艺术分会编辑出版了《义
乌盆景》一书，汇集展示了多年来义乌的部
分优秀作品，以松树盆景居多，供广大盆景
爱好者赏析，为提高义乌盆景水平、促进义
乌盆景更好地发展贡献力量。

据《义乌盆景》等多方资料记载，唐朝
时期留下了许多关于松树盆景的壁画、绘
画和诗词文赋的记载。

“天人戏剪苍龙髯，参差簇在瑶阶侧。”
唐末诗人李咸用在《小松歌》中，盛赞松树
盆景的英姿：松树犹如仙树，从山崖间被采
掘，高不盈尺，矫健苍劲，姿态优美。

至宋代，园艺技术迅猛发展，盆景制作
达到鼎盛时期。状元诗人王十朋的《岩松记》
对松树盆景制作进行了详细而确切的描绘，
曰：“野人有以岩松至梅溪者，异质丛生，根
衔拳石，茂焉非孤，森焉非乔，柏叶桧身，而
松气象焉，藏参天覆地之意于盈握间，亦草
木之英奇者。予颇爱之。植以瓦盆，置之小成
室，嵇古之暇，寓陶先生、郑先生之趣焉。”

到了明清两代，关于盆景的著作更为
丰富，很多文献中都提到松树盆景，以天目
松为最主要、最古雅的树种。明代以后，盆
景进入寻常百姓家，然松柏盆景制作耗费
时日，并且养护较难，只在宫廷名园或者极
少盆景爱好者中流传。因而，当时盆景界流
传着一句话，“盆景不玩松，到老一场空。”

深受文人墨客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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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 陈劲松介绍自己养的松树盆景。

陈劲松的锦松盆景《廉颇老否》。

盛光荣的盆景园一角。

盛光荣的组合盆景代表作品之一《和风细雨看灵山》。

盛 光 荣 的 五 针 松 盆 景
《豪情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