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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 本 报 记 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

3月29日，在临朐县冶源镇平安峪村的老
刘家手工编织品加工厂，老刘家手工箅子技艺
传承人刘岳清正在收拾盖垫、箅子、八角箅等
手工艺品。

“从元宵节开始，我在线上直播。以前做
的产品都是攒一年的，年底赶集卖。现在通过
自媒体带动产品的销售，供不应求。”刘岳清
说，目前，他在5个平台开通了直播间，共有
粉丝数20万＋。从开通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里，共开了12场直播，每场粉丝流量过2万，
共带货400单，销售额2万多元。

一心为了指尖上的传承

“我用的材料都来自本地红高粱。要选用
靠近高粱果实、粗细均匀、颜色一致的上等高
粱秆为原材料，用无味环保、不变形、轻便的
梧桐木作箅梁子，高粱秆挑、选、擦、肋、
切、编、修、打磨等工艺缺一不可……”刘岳
清边演示边说，箅子制作看起来简单，但是每
道工艺都要精益求精，如果细节处理不好直接
影响箅子的美观。

今年36岁的刘岳清是土生土长的平安峪村
人。2006年，他在机械厂打工时，不慎造成右
手二级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刘岳清一度接受
不了眼前的现实，从医院出院后，他开始了3
年的恢复锻炼，硬是把不能攥紧的双手攥紧
了，走出家门赶集摆摊卖起了服装。

不屈的性格给了刘岳清坚强的信心。随
后，他去了一家福利企业硬质合金厂工作，一
干就是7年。他白天上班，晚上卖玩具、手工
艺品，为自己的家庭挑起了一肩风雨。

刘岳清一直有个心愿：把跟随父亲学习箅

子制作的技艺传承下去，为老家人留下一份
“乡愁”记忆。箅子制作在鲁中山区已传承数
百年，有不少乡村的手艺人曾精于此技。“老
一辈的手艺，不能到我这里失传了。我得把传
统工艺传承下去，还要越做越好。”他回忆
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岳清的这个心愿越发
强烈。“以前是父亲在家里手工编织，到了年
底偶尔赶个集卖卖。我从小受父亲熏陶，对手
工制作箅子很有兴趣。2016年我也开始手工编
织。”刘岳清说着，拿起几根高粱秫秸编织了
起来，不一会儿工夫，一个外观精致的箅子就
初见雏形。

2017年，他果断辞去了合金厂的工作，回
老家传承传统手工艺，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改进。2018年，他创建临朐县老刘家手工编

织品加工厂，大力发展传承传统手工制品，当
年7月，手工箅子成功申请临朐县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让非遗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目前，“老刘家手工”主要从事高粱秆的
加工编织，产品有水饺箅子、元宝箅子、盖
帘、箅子钟表、蝈蝈笼等10大类几十个品种。

“只有让非遗走进生活，才能让人们感知到有
温度的老手艺，同时让这个非遗项目传承下
去。”刘岳清坦言。想让老手艺重新焕发光
彩，刘岳清深知除了技术之外，更需要一份匠
心精神和独特的创意。

“现在人们的审美观点在不断地变化，传
统手工箅子制作也得跟上潮流，加入更多时尚

元素，这样老手艺才更具竞争力。”刘岳清
说，过去做箅子全靠经验，现在通过文创开发
的方式，为传统的手工箅子制作注入新的时尚
元素。“你看，这个是箅子钟表，我结合现在
的流行元素，研究了好久，才有了现在这个造
型。”说着，他拿起手里的箅子钟表，在箅子
上贴着金色时间数字，分针时针是黑色，秒针
是红色，元素搭配分外亮眼。

通过钻研箅子制作，刘岳清的日子越来越
好，他还不忘关注身边的乡亲们。“通过放手
工活的方式，让乡亲们分工序加工，免费为贫
困群众和残疾人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让他们
也加入到箅子编织行列，带动更多的人脱贫致
富。”刘岳清介绍道，自已正带动残疾人和留
守妇女困难家庭10余人就业。“我们现在每天
都来跟着小刘干，一天计件能挣 1 0 0块钱
呢！”说话的是本村的留守妇女冯芳芳，她现
在就在刘岳清的加工厂打工，既不耽误挣钱，
又不耽搁接送孩子上学。

传承技艺，刘岳清还搭上了“电商”的快
车。“自媒体这一块儿真是太强大了。去年春
天我开始学做小视频，当时是为了宣传我们这
项手工技艺，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关注。昨天我
直播了11个小时，有接近6万人过来观看，接
了80多单，卖了4000多元的货。从地址来看，
潍坊地区不到百分之十，整个山东不到百分之
二十。”刘岳清越来越相信大数据的魅力。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箅子推广市场巨
大，现在市场供不应求。而手工箅子的原材
料高粱秆经过加工制作变成一件件箅子工艺
品，提高了高粱秆的价值。下一步，我想推
广山区高粱种植，和种植户签订高粱秆收购
合同，帮助更多的种植户发展经济增加收
入。”刘岳清说。

除了深耕临朐，刘岳清还不忘线上发展。
“下一步，我想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把更多
精力放到线上。利用线上平台，做好手工箅子
传承，让更多的人认识手工箅子。我还把周围
村落的农产品以直播的形式售卖出去，为乡村
振兴出一把力。俺们村是花椒基地，我试着通
过抖音和快手平台直播卖花椒，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他憧憬道。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都市现实主义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
正在东方卫视东方剧场热播，收视率稳居卫视
同时段前列。这部剧讲述了同一个城市的三个
中年男人，因婚姻危机走到一起，开启治愈之
旅的故事。“男人帮”中，擅长调解矛盾的
“黏合剂小姐姐”，正是蒋欣饰演的“斜杠青
年”江小美。日前，蒋欣接受了微信群访。

“小美”角色以后不能再接了

剧中，蒋欣饰演的江小美是餐吧老板，兼
职导游，性格亦柔亦刚、爱憎分明；她曾混过
江湖，也曾因嫁给家暴男屡受伤害。一场带团
旅行，让她结识了“失业失婚男”白志勇（靳
东饰）、“大学老师”蓝天愚（李乃文饰）、
“星级大厨”黄九恒（李宗翰饰）。缘分让他
们成为好朋友，互帮互助，解决生活中的各种
麻烦。

《如果岁月可回头》播出后，江小美曾经
的“江湖”经历，让她被观众调侃是“社会樱
桃姐，人美路子野”。虽然正是角色的复杂性
让蒋欣选择接这部戏，但她也坦言，“藏住江
湖气”才是表演的难度所在。她说：“我不觉
得江小美很社会，她骨子里更多的是正义、善
良，用她认为对的方式，做对的事儿。她也愿
意倾听，开导朋友。”

《欢乐颂》里的“樊胜美”，是蒋欣诠释过
的经典角色，光鲜外表下的苦难人生，让人难
忘。而《如果岁月可回头》中的“江小美”也
是命运坎坷之人，随着故事发展，她的不堪往
事将逐渐被揭开。蒋欣说：“我真不希望生活
中有江小美，实在太苦，她渴望安全感。”对

于又一次出演“小美”，蒋欣笑言：“‘小美’
这个名字的角色，以后不能再接了，因为‘小
美’永远都很虐。”

当好绿叶，让三朵“男人花”更娇艳

《如果岁月可回头》是一部以三个男人为
主线的剧，蒋欣对自己定位很准确：“我们女
演员更像绿叶，要让三朵‘男人花’更娇
艳。”被中年“男人帮”围绕，蒋欣觉得这种
设置很有趣：“有长辈跟我说过，男人只会变
老，但不可能变成熟。男人不管在哪个年龄
段，都会有大孩子的一面，所以江小美也是
‘幼儿园老师’。”

蒋欣用“酣畅淋漓”来形容这次演戏经
历：“剧中所有演员的戏都很好，放在其他戏

里都是演主角的人，所以跟他们拍戏很轻松，
你来我往，像打球一样，很爽。”由于与三位
男演员对戏较多，蒋欣也赞美了他们：“从我
认识靳东，他就是很温暖、很愿意提携晚辈的
哥哥；乃文哥很有喜剧天分，他光靠形体都能
把人逗得捧腹大笑；宗翰哥很爱运动。”

《如果岁月可回头》花大力气探讨了婚
姻、家庭、中年危机等话题，颇具现实意义。
蒋欣说：“《如果岁月可回头》更多是想告诉观
众，珍惜现在，不要等到将来后悔才想回
头。”剧中，江小美有一段混江湖、寻找自由
的经历，蒋欣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想成为江小
美：“我生活中已经很自由了，不需要像她一
样去寻找，虽然她的怼人能力和我有一拼，也
有我的影子，但性格有很大缺憾，所以我不想
成为她。”

这部剧里呈现了家庭暴力、婚外恋、精神
出轨等婚姻问题，不过演完这部剧，蒋欣倒是
对婚姻有了一些新的领悟：“婚姻就像是夫妻
双方养育一盆花，两个人需要每天去浇水、清
理小虫子、剪掉枯枝，共同去孕育、经营。婚
姻中，理解、信任、坦诚是非常关键的。”现
实中，关于感情，她表示：“父母给了我很大
支持，也没有催婚，希望我能够走自己想要走
的路。”

在影视圈20多年就像上学一样

如果算上儿童时期初涉演艺圈，蒋欣已演
了20多年戏，从跑龙套，到凭借《甄嬛传》
“华妃”一角大红大紫，蒋欣有所感悟：“在
影视圈20多年，真是像上学一样，每天接受不
同教育，学习不同表演方式，跟不同人合作、
交流，非常充实、有价值。”

随着戏龄增长，蒋欣也从初出茅庐的新
人，变成资深演员。最近几年，她也在不断尝
试全新的角色类型，《奔腾年代》的“战斗英
雄”金灿烂，《半生缘》的顾曼桢，都堪称突
破。她也颇为自信：“从出道到现在，我基本
上没有演过特别雷同的角色，但我也没想过再
出现一个像‘华妃’‘樊胜美’那样的经典角
色，它们只是我蒋欣这个名字中的一个符号、
标签。”

剧中，作为“斜杠青年”，江小美的职业
经历足够丰富。被问到现实生活中，除了当
演员，是否还有想从事的职业时，蒋欣说：

“我小的时候很想做律师。但拍过律政戏以后
才发觉，自己小时候想当律师的想法，真的
好傻！律师太难做了！我现在就想，如果真
的再做一个职业，我可能会当幼师，因为我
特别喜欢孩子。”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3月30日讯 受疫情影响，全球很多

知名书展纷纷取消。记者从省委宣传部了解到，随
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往年于8月份举办的上海国
际书展和北京国际书展都将如期举行。近日，参加
北京国际书展的山东展团首次通过云端选位的方式
选定展位。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简称BIBF）将于8月26
日至30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举行。
日前，2020BIBF举办了首次云端展台选定会，来自
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集团、京区单体社、大学出版
社等近百名出版社代表参加了一场特别的“云端”
会议，共同完成了2020BIBF线上展台选定工作。主
办方透露，全球疫情打乱了上半年全球出版人的见
面会谈计划，希望出版界能珍惜展期定在下半年的
2020BIBF带来的沟通、交流、合作的机会。

省委宣传部出版管理处调研员蒯海军介绍，
2020BIBF展览面积预计10万平方米，包括国内综合
馆、海外综合馆与国际版权中心、专业馆与主宾
国、国际童书馆、科技融合馆、北京国际图书节、
文创与图书馆馆配区、绘本及相关产品销售区。山
东已经连续多年参展，历届BIBF，一大批鲁版优
秀图书出版物集中亮相，签订对外版权输出协议，
以书为媒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山东故事，擦亮了
“鲁书”品牌。

“现在人们的审美观点在不断地变化，传统手工箅子制作也得跟上潮流，加入更多时尚元素，

这样老手艺才更具竞争力。”

刘岳清：为老手艺注入新创意
上海和北京两大国际书展将如期举行

书展“云端”选位

探讨婚姻、家庭、中年危机等话题，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热播———

蒋欣：真不希望生活中有江小美

▲箅子钟表 ▲正在制作箅子产品的刘岳清

□康瑞祥 报道
3月26日，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

锦城社区党群服务大厅“智慧书柜”前，
读者正在自助借阅自己喜欢的图书。

据悉，“智慧书柜”进社区是东营区
实施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举措。书柜囊括
了生活百科类、文学艺术类、历史类等各
类别书籍300余册，免费提供自助借阅服
务，实现了对图书借还管理的智能化、自
动化、网络化和便利化，切实解决了疫情
防控期间居民借阅不便的问题。

“智慧书柜”

进社区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从3月下旬到今年年
末，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每月都会面向市民
推荐10本好书，以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等形式
供广大读者免费阅读……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全国各地阅读活动逐渐展开，中国全民阅读媒
体联盟日前启动2020年度“书香中国万里行”线上
活动，第一站在重庆开展。

据介绍，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全民阅读媒体
联盟联合全国新闻出版业同行，借助网络平台共同
为全民抗疫出力，免费推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社区服务心理技巧50问》、新华书店总店
“在线选书用书免费数字内容平台服务”、《新型冠
状病毒职工防护知识50问》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医院感染防控手册》等电子书和知识服务。

同时，启动“红沙发网络分享会”，定期邀请
出版业专家举办出版与阅读主题报告及网络座谈
会。柳斌杰、朱永新、何建明、聂震宁、宋明昌
等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进行网络“红沙发”访
谈，分享“以读攻‘毒’齐抗疫，足不出户好读
书”的经验方法，引导和鼓励广大读者理性应
对、科学防疫。

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李忠表
示，2020年度“书香中国万里行”系列活动将充分
利用网络平台，展现各地阅读活动进展，营造浓厚
阅读氛围，持续为推进全民阅读鼓与呼。

“书香中国万里行”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等
单位主办，自2014年举办以来，已走过河北、山
东、江苏、福建、河南、广东、海南、陕西等多
地，深入基层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在各地开展。

2020年度“书香中国万里行”

活动在线启动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30日电 俄罗斯著名作家
尤里·邦达列夫29日在莫斯科病逝，享年97岁。俄
总统普京称赞邦达列夫是热爱祖国、忠于文学事业
的典范。

据俄总统网站30日发布的公告，普京在向邦达
列夫家人所发的唁电中说，邦达列夫是苏联和俄罗
斯的一代文学巨匠，他的逝世令人惋惜。普京说，
邦达列夫是一个光荣时代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诚
实、有原则、正直的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是热爱
祖国、忠于文学事业的典范。

尤里·邦达列夫生于1924年3月15日，曾参加苏
联卫国战争，并多次获得荣誉勋章。邦达列夫曾任
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其著名作品有中篇小说《最
后的炮轰》《营队请求炮火支援》、长篇小说《热的
雪》《岸》等。

俄著名作家邦达列夫逝世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盟文物局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阿拉善右旗
阿拉腾敖包镇巴音陶海嘎查境内新发现布德日根呼
都格岩画群遗址，共有岩画11幅。

据介绍，该岩画群遗址距离阿拉善右旗273公
里，岩画刻画在花岗岩上，内容主要以人面像为
主，11幅岩画中除1幅为“骑者”外，其他10幅岩
画均为人面像或圆形图案，形状有圆圈形、扁长
形、长方形等。这些图形有的较为简单，近似于符
号；有的较为复杂，像是某些符号的组合。

阿拉善右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范永龙说，新发
现的岩画基本上都是磨刻，与此前阿拉善右旗境内
发现的73处岩画在凿刻方面、展现内容、深浅程度
上均有较大区别，此次发现对进一步研究阿拉善巴
丹吉林岩画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和依据。

下一步，阿拉善右旗文物保护中心将邀请专
家对新发现的岩画开展断代、研究、保护等相关
工作。

内蒙古阿拉善

新发现古代岩画群遗址

蒋欣饰演江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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