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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 Good thing

在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
活跃着一群可爱的小精灵——猕
猴。他们喜欢在阳光下挠痒痒，
在溪水里打闹，在山林间欢跳；
他们喜欢追着游客讨食，看见零
食就馋得迈不开腿，眼睛直勾勾
地盯着。

无论春夏秋冬，走在景区的
游道上，尤其是在金鞭溪两旁，
都 会 邂 逅 这 些 憨 态 可 掬 的 小 猴
们，它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真是要萌化了游人。很多游客都
喜欢拿起手机来记录它们，张家
界本地人更是喜欢在周末带着孩
子们到此休闲，看猴子是孩子们
最喜欢的娱乐。

“ 与 人 类 行 为 接 近 的 猕 猴 ，
智商惊人。他们很会模仿人类，
也懂得跟人亲近和交流。与猴子
相处总能感受到快乐。”正是快
乐的亲猴体验给文创品牌“张家
界故事”的设计师带来了新的灵
感，一个以“快乐猴”为理念的
设计应运而生。

张家界方言中，有一个词叫
“hou”，在一定语境中有“开心
地玩，尽情地开心”之意。在手
绘“快乐猴”的初步形态时，设
计师就调皮地将张家界方言文化

“hou ” 的 精 神 内 涵 与 猕 猴 的 一
些特征进行相互融合，将猕猴的
形象进行延伸，让张家界的自然
风光和文化特色深入人心。

伶俐可爱、小巧惹人，传递
开心、快乐、正能量，这些词
语 不 断 进 入 设 计 师 的 脑 海 。
最 终 ， 他 为 “ 快 乐 猴 ” 画
下灵动的大眼睛，纤长

的肢体，嬉笑的表情和逗趣
的动作。同时，为了满足不
同性别、年龄层次的人的需
求 ， 该 系 列 产 品 推 出 了 摆
件、挂件和玩偶等。在观赏的
同时，为“快乐猴”文创作品注
入了更多玩味性、趣味性。

快乐猴摇头娃娃，无论是放
在办公桌还是摆放在汽车内，它
摇头晃脑的可爱模样一定会在某
个忙碌的瞬间，为您增添一种乐
趣，减少一份烦恼；快乐猴包挂，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颜 色 ，只 要 三 十
几 元 ，咧 口 大 笑 的 造 型 让 人

看着就心情舒畅。

该系列最抢眼的要数快乐猴
骨节布偶娃娃。该玩偶在选材上
非常讲究，填充物都是优质的丝
绵 ， 骨 节 都 采 用 环 保 的 PVC 材
质。其四肢内的骨节设计，可以
随心所欲玩转，让快乐猴摆出不
同的造型，慵懒地坐着，托腮思
考，趴着行走，跪地求饶⋯⋯选
一个乐天派的“快乐猴布偶”给
孩子，一定会为他的童年增加一
份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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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跟““快乐猴快乐猴””
一起一起““houhou””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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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儿 时 的 记 忆
里 ， 伴 随 春 节 的 脚
步越来越近，买柿
饼吃柿饼之风就越
来越盛。无论是买
来 做 年 货 ，还 是 买
来 走 亲 访 友 ，柿 饼
都 是 冬 日 里 陕 西 人
绕不开的话题。尤其
是对孩子们来说，看到
那 一 层 白 霜 包 裹 的 柿
饼，就忍不住流口水。

陕 西 柿 饼 的 代 表 和
集 大 成 者 非 富 平 莫 属 。
位 于 渭 南 市 的 富 平 县 ，
有“柿子之乡”“柿饼之
乡 ” 的 美 誉 。 这 里 特 产
的 大 尖 柿 ， 是 享 誉 海 内
外 的 优 质 品 种 ， 自 汉 朝
就 开 始 种 植 ， 距 今 已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相 传 ， 当 年 朱 元 璋
为 生 活 所 迫 ， 靠 乞 讨 度
日 ， 流 落 到 富 平 北 部 金
瓮 山 下 ， 因 食 当 地 鲜 美
的 大 柿 子 才 得 以 活 命 。
朱 元 璋 当 皇 帝 后 ， 便 下
令 将 那 棵 有 救 命 之 恩 的
大 柿 子 树 封 为 “ 凌 霜
侯 ”， 并 建 庙 永 为 纪 念 。
万 历 年 间 ， 太 子 太 保 孙
丕 阳 就 曾 以 富 平 柿 饼 作
为贡品进献神宗皇帝。

建 国 后 ， 富 平 柿 饼
多次参加全国地方名产展览。1980 年，国务院曾
用富平“合儿饼” 招待外国元首。

单从外形上，富平柿饼就与众不同。富平柿
饼，就像一个可爱的福桃，带着一个尖儿，看着就
很喜人。普通柿饼，因为采用平摊晾晒的方式，都
是圆圆扁扁的。

富平县曹村镇陵前村的党克立卖了一辈子柿
饼。每年霜降前后，他和家人就开始摘柿子，去皮
后的柿子上架进行不低于 45 天的晾晒，等到柿饼
自然上霜以后下架进行包装。

他 介 绍 ， 和 其 他 地 区 的 柿 饼 相 比 ，“ 富 平 柿
饼”素有五大特色，个大、柿霜白厚、底亮、质
润、味香甜。传统的“合儿柿饼”因两个柿脐相对
合在一起故称“合儿饼”。

熟透的富平尖柿，甜得霸道。咬上一口，流淌
的果肉和甜味就充满整个口腔，令人发腻。但制成
柿饼之后，口感有了很大改变，一口气吃四五个也
不是问题。

吃富平柿饼最美妙之处，就是嘴唇触到糖霜的
那一刻。绵密细致又湿润冰凉的糖分结晶，覆盖在
紧致柔韧的表皮上，带着十分撩拨的甜味，让你继
续咬开柔软的果肉。随着咀嚼，甜味慢慢地弥漫味
蕾，柿子的清新香气，浓郁又丰富的甜蜜，柔韧又
软糯的口感，集合在唇齿之间，让人欲罢不能。富
平柿饼的“高级甜”，大概就是阳光、风、寒冷，
以及时间凝聚沉炼而成的风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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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前，几位艺人一字排
开，双手紧握刻刀，神情专注，
刀刃划过石材，岩屑泛起，石材
逐渐露出精美的图案。

一个冬日，在河北省保定市
易县的易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传 承 基 地 ， 正 在 上 演 一 场

“力”与“美”的转化。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

兮不复还。”易砚产于河北易县的
易水河畔。相传其始于战国，盛
于唐宋，历代为宫廷贡品，又名
奚 砚 、 燕 畿 乌 金 砚 ， 与 端 砚 齐
名，有“南端北易”之说。

“易砚之所以为易砚，不仅仅
因 为 砚 石 产 自 易 县 ， 更 重 要 的
是，它是这里的制砚人一刀刀刻
出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邹洪利正在现场指导，“一

方砚台，不仅凝结着大地变迁的
天然馈赠，更凝结着一代又一代
制砚工匠们传承下来的工艺和智
慧。”

在雕刻过程中，匠人们眼的
观察、尺的丈量、手上刻刀力度
都必须精细、精准。如雕刻龙砚
的 鳞 片 ， 大 小 演 变 必 须 自 然 流
畅，又如雕刻动物毛发，线条要
力求精细、均匀、圆滑等。

邹 洪 利 说 ， 在 制 砚 过 程 中 ，
匠人们以料构思，因石施技，巧
妙 利 用 砚 石 上 的 天 然 石 眼 和 俏
色，采用平雕、立雕、阳雕、阴
雕、透雕、镂雕等多种工艺，融
天然与人工于一体，形成了融纤
秀细腻、刚劲浑朴为一体的独特
风格。

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诗中这样

写道：一方在手转乾坤，清风紫
毫酒千樽。醉卧黄龙不知返，举
杯当谢易水人。

2008 年 6 月，易水砚制作技
艺 被 评 为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邹洪利先后被评为“中国首
届文房四宝制砚艺术大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要守护优秀的传统，就要在
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邹洪利
说，砚台的发展一定要与时代接
轨，不然就会没有生命力。

易水河畔的制砚人一边执着
坚守，一边又不断突破。从盈掌
之物到百吨巨砚，他们又开巨砚
制作之先河。他们所开发研制的
茶海、鱼缸、加湿器、石版画等
砚雕新品开始走入千家万户。

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6 日电

易砚：一方在手转乾坤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