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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西都市报，所谓短视频“青少年模式”，
一般都包含年龄认证、内容池过滤、限定时长、关
闭打赏等特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少平台的
“青少年模式”就是做做样子。有些平台的“青少
年模式”需要每次登录时主动选择，如果不点击进
入，就会进入正常模式；有的可以通过卸载再安装
的方式，绕过青少年模式；还有一些APP的青少年
模式，在达到观看限定时长后，重新输入密码就能
继续观看……凡此种种，完全就是形同虚设。

如此有名无实的“青少年模式”，从产品设计
角度评估，无疑是失败的。之于此，当然不是因为
相关企业技术能力不够，还是因为“夹带私心”舍
不得那点流量。不少短视频平台在设计“青少年模
式”时，唯恐“误伤”了一个成年用户，也不惜
“放行”无数个可能的青少年用户。这种形式化的
技术防线，更多只是应付监管、应对舆论压力的一
种公关姿态，其真实效果相当有限。

华罗庚纪念馆新馆开放

据新华社，为纪念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诞辰
110周年，近日，华罗庚纪念馆新馆在其故乡———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正式开放。来自民盟中央、清
华大学、中科院学部局的代表和华罗庚亲属等300
余人出席纪念活动。

新馆展陈分为六个部分，包括自学成才的科学
巨匠、知识分子的杰出楷模、声名远播的社会活动
家、甘为人梯的伟大教育家、同甘共苦亲情温暖、
攀登高峰丰碑永恒等，高度概括了华罗庚作为杰出
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不平凡的一生。值得
一提的是，新馆还首次发掘并整理了华罗庚为开创
中国计算机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物理学部常委会主任王
恩哥说，华罗庚是中科院数学所首任所长，是中国
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
复变函数论等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也是中
国计算机事业的推动者，他把自己毕生精力投入到
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中，为
祖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建功立业。

活动现场，华罗庚亲属还向华罗庚中学、金坛
区图书馆、华罗庚纪念馆等单位赠送了王元院士撰
写的《华罗庚》传记。

戏剧艺术普及教育教材

推出
据新华社，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在京发布中

国戏剧艺术普及教育完整教材，旨在帮助相关教师
提高专业能力及授课水平，帮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
戏剧表演艺术，提升艺术素养，全面推动全国戏剧
艺术普及教育发展。

据教材编撰牵头人、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崔宁介
绍，教材分为《教师职业能力培训教材》《青少年
戏剧表演教材》。前者系统地帮助相关教师夯实戏
剧专业知识，了解行业现状，并为相关高等教育专
业方向的学生就业提供帮助；后者为3岁到18岁的
在校学生设计了136个活动和56个原创剧本，旨在
激发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个人综合素质。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朱克宁表示，本套教材
将科学有效地帮助学校、社会艺术教育机构丰富培
训授课内容，解决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提升青少年对于戏剧表演的理解和兴趣；增强戏剧
艺术普及教育的师资力量，并提升相关从业人员专
业能力。

第十六届文博会

线上开幕
据人民日报，近日，第十六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首次以“云
上文博会”的形式在线上开幕。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届文博会利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手段，通过开展云开
幕、云展厅、云招商、云签约、云大数据等“五个
云”建设，为世界各地的参展单位搭建展示与交易
平台。

本届文博会设有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馆等12个展馆。其中，电影工业科技馆和
互联网馆为首次设立，将展示电影科技和互联网与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

据介绍，本次展会是连续11年实现31个省区市
组团参展。同时，将有来自法国、日本、巴西、土
耳其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企业和产品通过云上
参展，并有近万名完成注册的境外采购商参与采
购。

本届文博会利用5G、VR、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应用，在展会期间进行24小时不间断集中展
示和信息精准推送，帮助供需双方实现高频互动，
为参展企业带来更多洽谈合作的商机。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短视频“青少年模式”

形同虚设

□记者 张依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由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

青岛分公司、青岛启迪翰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的教育扶贫题材电影《支教岛·春风》在日照正
式开机。影片由青年导演杨立超执导，并邀请著名表
演艺术家巩汉林特别出演。影片将在日照、青岛、济
南三地进行取景拍摄，预计将在2021年年中与观众
见面。

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竹春村的山村，唯一的小
学只有三位老师，因师资不达标，面临着可能被取缔
的现状。来自青岛支教岛的老师张妍通过自己的一
言一行，深刻地影响着这里的老师和学生们，村小学
的老师们慢慢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到底
怎样才能帮助这群孩子寻找真正的未来。

《支教岛·春风》日照开机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璇

“飞鱼耀锦犹绚烂，万国来朝赐衣冠”。
提到“飞鱼服”，喜欢看古装影视作品的人应
该并不陌生，威风凛凛的明代锦衣卫，身穿飞
鱼服，手拿绣春刀。然而，历史上的“飞鱼
服”并不是锦衣卫的专属制服。

腰玉琅琅，衣袂飘飘。衣冠之于华夏，从
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左传》疏云：中国有礼
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华
民族传统服饰本身，就蕴藏有“华夏”二字的
内涵。

久负盛名的香色麻飞鱼贴里（右图），是世
界现存唯一一件传世的男式“飞鱼服”，今年在
山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衣冠大
成——— 明代服饰文化展”上展出。

初见时，你一定会被它繁杂精美的纹饰吸
引，袍身云肩处取片金线、红、白、黑、绿、
蓝、黄、粉红等色彩绒丝为纹纬，采用挖梭技
法织过肩飞鱼、海水江崖纹。整件观之，取贴
里式，直领、大襟右衽、阔袖收口，衣身前后

襟上下分裁，腰部以下如百褶裙状，质地与纹
饰和谐统一，更显富丽堂皇。

“以前人们看电视剧，以为香色麻飞鱼贴
里一般都是锦衣卫所穿，但我们展出的文物却
是衍圣公的服装，可见其用途还包括皇帝赏赐
给功臣等。”山东博物馆书画部主任于芹说，
它的香色非常沉稳，工艺繁复，纹样的绣法为
典型的鲁绣，让我们看到了精美工艺。

“飞鱼服”是泛称，凡是装饰有飞鱼纹样
的衣服都叫“飞鱼服”。飞鱼造型早期以龙头
鱼身为主，宋元以后逐渐拟龙化，到了明代，
成为宫中使用的高等级纹样，最早是皇帝身边
的侍从穿着，以衬托帝王的威严，后来皇帝将
之作为赐服赏给有功的大臣，以示恩宠，于是
成为了荣誉的象征，造型也由半龙半鱼逐渐演
变成龙蟒形态。

应用在服饰上的飞鱼纹，是仅次于蟒纹的
高等级纹样，最初特征为龙头、两足（四
爪），双翼，有腹鳍一对而无后肢，尾部是朝
两边翻卷的“鱼尾”。飞鱼服是明代锦衣卫、
大内太监朝日、夕月、耕耤、视牲所穿赐服，
佩绣春刀，除此之外只有蒙皇帝恩赐，才可穿
着。

目前古画中的“飞鱼服”多为红色和黄
色，并没有黑色、银色等配色，而且锦衣卫不
论千户、百户还是总旗，官职也并不是以颜色
区分。因此在飞鱼服的配色方面，有很多影视
作品“踩了雷区”。

古代纺织品和服饰一般都是天然纤维制
成，历经漫长时间的老化以及朝代更替的动
荡，极难完整保存。明衍圣公香色麻飞鱼贴
里，能够以如此华丽完整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
前，不仅得益于圣人府邸千年传承的泽被，更
是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的护佑和传承，细细
品味这件明代赐服，可以感受到，那一丝一缕
间蕴含着的华夏衣冠文明的记忆。

穿“飞鱼服”的不一定是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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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念东

“亳都柿胜紫花梅，玉雪中含虎魄胎。
肺病欲苏还怅望，姚黄欧碧不同来。”这是
清人王士祯对曹州耿饼的描述，因菏泽古称
曹州，故称曹州耿饼。曹州耿饼自来霜，品
质极佳，拥有精细的制作技艺和丰厚的文化
积淀，一度为皇家贡品。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柿树种植面积减
少，耿饼发展遭遇瓶颈。近年来，菏泽涌现
出一批如朱家鹏、白晋涛等“80后”年轻力
量，他们扛起传承、发展曹州耿饼产业的大
旗，注册商标、踏足互联网、研发柿饼衍生
品……曹州耿饼产业“脱胎换骨”。

耿饼进京

菏泽市情资料库中有记载：在菏泽城东
郊有个村子，名为耿庄，村里栽着大片柿子
树。每年的八九月份，这里的人们把熟了的
柿子摘下来，旋去皮，晾晒二十余天成柿
饼。因柿饼出于耿庄，当地的群众称这柿饼
为“耿饼”。

相传，明朝时燕王朱棣与朱允文为争夺
皇位，连年打仗。一次，朱棣决定渡河南
征，走漏了风声。朱允文得知消息，亲自带
兵埋伏在山东黄河口。朱棣刚过黄河就被伏
兵包围，他在黄河口杀了一天一夜，最后只
带100多人逃了出来。逃到耿庄柿子林，朱
棣再也支撑不住，跌落马下。

兵乏力，马疲惫，兵将全部躺在地上。
时值九月，柿子正熟，从树上落下来的红柿
子到处都是。朱棣和兵将趴在地上就喝，喝
了一个又一个。柿子既能充饥又能解渴，兵
将们恢复了体力，躲过了这一劫。多年后，
朱棣登基，从应天迁都到大都，改大都为北
京。

一天，朱棣在金銮殿同文武百官谈兵败
柿子林的事，想起柿子的救命之恩，又勾起
食柿子的欲望，便派钦差到曹州府去，把耿
庄的红柿子呈上。当时已临近春节，冰天雪
地哪有红柿子？耿庄的老百姓没办法，只好
让钦差把柿饼带进京。钦差回到北京，把柿
饼献给朱棣。朱棣尝后，赞不绝口，于是赐
名“耿饼”。

随后，朱棣又下了一道圣旨：要耿庄年
年进贡柿饼。从那以后，耿庄的老百姓年年
要选最大、最甜、最好的耿饼进贡朝廷。

传说终归传说。据《曹州县志》记载：
“柿出耿氏园者佳，曰耿饼，四方争购
之。”据介绍，明朝时耿氏园有位师傅，被
选到宫中做御厨，皇帝曾让他品尝过山西厨
师贡送的柿饼。山西柿饼个小有核，霜薄味
淡，远不及曹州的柿饼。到了第二年冬天，
这位御厨从曹州带了些柿饼献给皇帝，皇帝
及嫔妃品尝后，都认为曹州柿饼个大无核，
霜厚肉细，味道香甜。用文火烤食，霜化为
蜜糖；用沸水浸泡，可膨胀为旋柿原形，于
是赐名“耿饼”。《菏泽县乡土志》记载：
“曹州耿饼每年充贡品，因之名誉益远”。

耿氏园内二十五里不见天

每当冬至前后，耿饼橙黄透明，表面生
有一层薄霜，取一个放入口中，顿觉绵软甘
甜，咬一口肉质细软，令人回味无穷。

菏泽种植柿树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
期，盛于唐、宋、明、清。菏泽城东北有处
土丘，原名桂陵。明朝时，曹州柿树以桂陵

为中心，繁盛时栽种柿树近5万株。金秋时
节，柿林挂满金色果子，柿叶也渐渐泛红，
远远望去，似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可与枫叶
相媲美，有“出城东进耿氏园，二十五里不
见天”的盛况，这便是历史上被誉为曹州八
大景之一的“桂陵柿叶”。

清代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中有一
段记载王冕自山东返回家乡的文字：“打开
行李，取出一匹蚕，一包耿饼，拿过去拜
谢了秦老。”可见，当时耿饼就已是与丝绸
相提并论的上佳礼品。

正是由于柿树与耿饼对菏泽历史文化的
重要影响，所以历朝历代都对耿饼产业非常
重视。而立于1916年的“果木柿饼烟苗免税
碑”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在菏泽市丹阳办事处桑海社区的广场上
立有一座石碑，碑高约1 . 7米，宽0 . 6米。由
于长期饱受风雨侵蚀，碑上不少文字已模糊
不清，但碑额上刻有的“草木衔恩”四个大
字仍很醒目。经仔细辨认，碑文自右往左书
写，最左边刻有“果木柿饼烟苗免税碑”的
字样。

碑文开篇讲，当地“人繁地寡，赡养无
赀，幸而土宜颇多，人赖以生柿子、木瓜、
石榴等物……”随后着重提到柿子和耿饼在
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果木中惟
柿子一物更能变质成饼，霜华自现。不假人
工，尤属果类之上品……贡于上者惟柿饼与

马。”随后“诏谕”有关部门：“远近商贾
无从纳税之说。”从碑文落款日期为民国五
年（1916年）农历十一月，距今天百年有
余。

石碑上的记载足以证明当时地方政府对
柿树和耿饼的重视，以及作出的保护生产的
举措——— 种植柿树、生产耿饼免税。

耿饼有了协会

“柿树病虫害少，用药也少，加工耿饼
时又将果皮旋掉，所以耿饼是天然的绿色食
品。”从事曹州耿饼制作已有30余年的吕善
民告诉记者，未成熟的柿子，若是生吃，则
苦涩难咽；熟透之后则香甜可口，又因柿果
含淀粉量高，有代粮充饥作用。“菏泽柿树
历史上极盛时期近一万亩，十余万株，年产
柿子能达到2500多万公斤，加工耿饼500万
公斤。”谈到盛极一时的曹州耿饼，吕善民
不禁感叹。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菏泽柿树
可谓几经波折。抗日战争时期，菏泽大片柿
林遭砍伐；20世纪50年代，大批柿树被砍伐
当柴烧，所剩柿树已寥寥无几。有数据统
计，1952年菏泽的柿树只剩下26791株，产量
为39 . 8万公斤，耿饼产量为10万公斤左右。
1985年菏泽市仅有柿树0 . 23万亩，3500株，
年产鲜柿20万公斤，这都使曹州耿饼曾一度

“销声匿迹”。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柿树种植面积萎缩，保留下来的柿树
已经很少了。

“明洪武年间，耿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
建村，曹州耿饼源于该村，曾作贡品闻名全
国。”在菏泽市人民路原耿庄村的位置，有
这样一方石碑，述说了耿庄、耿饼的由来。

“在我祖辈时，家中就已开始制作耿
饼，代代相传。”在如同吕善民等老一辈曹
州耿饼传承人的心中，经过多年历史积淀的
曹州耿饼，已不仅仅是一种食品，更代表着
菏泽的食品文化和品牌形象。

为了不让柿树、耿饼消失在历史云烟
中，2002年，宇中辉（已故）联合其他人
“复活”了已中断二三十年的曹州耿饼传统
制作工艺，并成立了市耿饼协会，他任会
长。

“如果柿树、耿饼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消失的话，无疑是菏泽的一大损失。我不希
望多年以后，耿饼制作技艺成为爷爷讲给孙
子的故事。”一个是秉承曹州耿饼传统制作
工艺的吕善民，一个是痴迷于找回耿饼昔日
荣耀的宇中辉，因一次柿树嫁接相识。30余
年来，两人相互讨教，而这句话便是宇中辉
常常挂在嘴边的。

今年又种10万株柿树苗

又是一年柿子红。
10月31日，记者来到朱家鹏与白晋涛位

于牡丹区何楼办事处的耿饼生产基地，二楼
房顶上，工人们选果、去蒂、旋皮、晾
晒……一片繁忙的景象。晾晒在一旁的柿
子，黄澄澄的，令人垂涎欲滴。

“如果老会长还在的话，看到这番热火
朝天的景象，一定会很高兴！”朱家鹏白晋
涛两人口中的“老会长”正是宇中辉。在他
们的眼中，曹州耿饼之所以没有成为菏泽人
风干的记忆，很大程度上仰仗宇中辉。

朱家鹏、白晋涛是高中同学，均为“80
后”，一个是食品销售公司的经理，一个是
品牌设计师。在宇中辉的言传身教下，他们
二人对耿饼产生了感情，自筹30万元在牡丹
区何楼办事处建立了柿树种植基地，聘请吕
善民为专家，沿用传统工艺制作耿饼，从宇
中辉手中接下了曹州耿饼传承的担子，继续
着宇中辉未完成的事业。

“目前，全市从事耿饼制作的主要有三
家，其余基本都是散户。”朱家鹏说，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曹州耿饼产业发展仍困难重
重：柿树保有量减少、缺少龙头企业带动、
品牌知名度亟须扩大等。

没有柿树，一切无从谈起。“当下最紧
迫的任务，是保护现有柿树，并繁育新树
苗。”为了植“树”养“根”，朱家鹏、白
晋涛今年又种植了10万株柿树苗，为菏泽耿
饼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发展产业，朱家
鹏、白晋涛注册了“耿柿缘”商标，并建立
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
农户种植柿树。为了满足不同客户需要，他
们又对曹州耿饼的包装进行“提档升级”，
并推出了不同包装、不同标准的“私人订
制”产品。

单一的耿饼制作链条存在脆弱性，解决
的方法就是延伸产业链条。“除制作耿饼
外，目前我们还生产柿子醋、耿饼酥等产
品，明年将重点推出柿子茶与柿霜。”在朱
家鹏、白晋涛的未来规划里，曹州耿饼产业
化正呼之欲出。

一直以来，白晋涛都有一个梦想，而且
愈发强烈，“希望自己能看到，有一天菏泽
柿树生机勃勃，处处耿饼飘香。”

曹州耿饼“讲述”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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