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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遇见你》以文物、技艺、历史、现实的梦幻联动，展现了非遗之

美、人性之真和亲情之爱，达成了以多重元素相结合的方式看非遗文物、

看匠心精神、看中国历史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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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玫

萧耳没有刻意回避她的长篇小说《鹊桥
仙》所写故事发生在江南古镇塘栖，所以，小
说引用明朝进士王世贞的一首诗时，没有隐
去含有“塘栖”这一地名的标题，我从读第1
页起就开始在心里犯着的嘀咕，到第198页，
尘埃落定了。

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一本一本地读小
说，从没有一个小说中的地名如《鹊桥仙》中
的栖镇这般让我急于想求证其真实名字的，
因为，我去过塘栖。一条河、一座桥、一个拐
角都让我觉得就是塘栖，萧耳却言之凿凿那
是栖镇，这可真让人抓耳挠腮。

江南古镇多，上海的朱家角、新场、七宝，
江苏的同里、周庄、甪直、锦溪，浙江的南浔、
乌镇、黎里、安昌、新市……一一拜访过后，等
到某次寂寞难耐时想要找个小镇看看往日时
光，却发现没了新鲜去处。找啊找，善琏这个
地名跃入眼帘时，我们顿觉有了方向。对，这
是一个以制作湖笔著称的小镇，家里不正有
一位书法爱好者吗？然而，善琏古镇没啥可
看的。又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就搜起周边
来。塘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我视野的。

从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穿过后，就进入
了塘栖的腹地，走了一个来回后，便也知道了
塘栖何以几乎默默无闻。可是我去的时候，
天光正把摇曳的树影投射到那一条新铺的弹
格路上，不远处传来几声不紧不慢的狗吠声，
这声画一配合，给我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于
是，便牢牢地记住了塘栖。

当然，即便证实了《鹊桥仙》里的栖镇就
是留给我极佳印象的塘栖，萧耳的笔下也没
有我的塘栖。因为，萧耳在意的，是出没在
《鹊桥仙》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只不过，那些人
恰好是栖镇人，那些事都是那些人在栖镇时
发生过的——萧耳，用一部小说，将自己的成
长故事，固定了下来。

这就是小镇的优势，特殊的地理环境使
得江南小镇俨然一个小世界，尤其是在周庄
闻名于世之前。对于出生在这样的小镇、后
来又成为小说家的萧耳来说，这是多么大的
恩惠，相对闭环的小镇，那些从出生起便胼手
胝足、直到读高中甚至读大学才各奔东西、又
因为父母依旧生活在小镇哪怕远去天涯也要
回家的缘故，使得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
正、秋依、瑶姑娘、湘湘、沈美枝等这些栖镇少
年，哪怕分别太久、相隔遥远，依旧能关照到彼
此当下的生存状态，唯其如此，反而让我们觉
得，萧耳在安排栖镇少年的命运时，过于追求
小镇大世界的艺术效果了，比如，让何易从脱
颖而出考到北京的大学，又从那里出发去到大
洋彼岸，在别国辽阔的土地上“闪展腾挪”；比
如，让陈易知跳出小镇居停杭州嫁了有为青
年、后者却在中年时因无法克制贪欲而锒铛入
狱；比如，让靳天考场失利凭着一表人才在小
镇以及毗邻的临平混得风生水起又在中年末
梢突然开悟后修身养性起来；比如，让戴正作
为医生时没有尝到专业知识带给他的职业乐
趣；比如，湘湘择枝而栖似乎每一步都合了自
己的心意却谈不上得到了幸福；比如，让栖镇
美女沈美枝奢华过、落魄过、看破红尘过，最终
成了喧嚷市井里的孤寡者……未穷尽被萧耳
写进《鹊桥仙》的栖镇人，我们却已经看到了一
幅完整的人之“缩微景观”。

一群栖镇孩子长大以后成为各色人等的代
言者，这多少让人觉得太巧合了，我想起了大学
里学的一门叫文学概论的课程，它告诉我们文
学创作必须遵循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原则。

所以，我阅读《鹊桥仙》的过程中，有时候
觉得萧耳写得一般有时候又会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的时候，通常是萧耳于细微之处描摹
出了栖镇特有的风土人情，比如，栖镇的每一
户人家摆在餐桌上的几碗几碟。

“虾爆鳝，红烧黄鱼，杭三鲜，油爆虾，想吃
肉，就来个梅干菜扣肉，要么粢毛肉圆。总是

这些。我在美国有辰光想起，只想流口水。易
从说。都是栖镇菜。易知说。”——第116页。

“易知说，我们就在‘我家’吃点心吧。以前
去你家的话，你妈会烧糖吞蛋，还有白糖镬糍来
招待我们，现在你只好请我们吃肯德基了。戴正
说，我最爱吃糖吞蛋了，就记得靳天姆妈最大方，
过年去他家，给我烧的糖吞蛋是四个，再加一把
风干荸荠。易从道，我姆妈好像只给戴正两个糖
吞蛋。戴正却说，易从姆妈糖吞蛋里会加一小把
桂圆肉，讲究是伊讲究。”——第131页。

我从频繁出现栖镇美食的段落里挑选出
几段来摘录如上。《鹊桥仙》400多页，萧耳何
以在100页至200页之间频次较高地呈现属
于栖镇的佳肴？并非严格按照时间按顺序叙
事的《鹊桥仙》，推进到100页时开始进入到
主要人物的对照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何以比出变化？饮食习惯变迁！从姆妈们煮
给易知们吃的糖吞蛋到易知戏言戴正请客只
能是肯德基，仅这一比照，就胜过议论栖镇近
几十年来变迁的千言万语。

栖镇的糖吞蛋，是不是上海人说的水潽
蛋？上海、塘栖相距不远，烧煮起相同食材来
却各有各的手法，哪像现在，跨过重洋跟人说
起肯德基，彼此之间顿时心领神会，这大概就
是世界大同的优势？可我，还是怀念栖镇的糖
吞蛋和上海的水潽蛋的旧时光。

很多好东西都留在了旧时光里，像萧耳
写在第116页上的栖镇家宴的几样硬菜。《鹊
桥仙》不短，步履匆匆的你们也许没有时间读
一读萧耳的这本长篇小说，那我就抄录几样
被萧耳写进书里的栖镇美食，佳肴会让栖镇，
不，塘栖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臭豆腐是碎碎的，油里煎过的，放点春笋
丁一起炒。

红烧羊肉，浓油赤酱，好看是好看得来。
冬天的细沙羊尾，猪板油、细沙、蛋清、淀

粉都要调得刚刚好，放进油里炸得不老不嫩。
……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景韵润

“小小的邮票蕴含丰富知识，通过各国发行
的生肖邮票，能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文明对同一文
化的多样性理解。”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邮票
印制局邮票设计师、雕刻师董琪告诉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中国邮票和集邮工作者要以“全球
文明倡议”中的“四个共同倡导”为使命，用邮票
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让邮票成为世界
读懂中国的一张独特名片。

近日，“读懂中国·湾区对话”专题论坛——
“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价值、世界意义与实践路
径”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中外嘉宾共同探讨
了如何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会上，董琪分享了关于“如何用中国邮票讲
好中国故事，让国家名片促进文明交流”的思考，
引发了与会者的掌声和关注。

“邮票在发行中用方寸编年史的形式记录
和展现了历史、文化、科技的发展、方方面面的重
大事件和重要成就，也因此被誉为‘国家名片’。”
从多年研究邮票文化的工作出发，董琪在新中国邮票的发展史中
体会到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所蕴含的深刻含
义。“自1990年3月开始至今，中国邮政已与40多个国家的邮政
部门联合发行了邮票，内容很广泛，促进了交流、传递了友谊。”

董琪介绍，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生肖邮票，越来越受到世界
各国人民的关注，现在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生肖邮票。

作为中国邮政第三代两位邮票雕刻师之一，2021年，董琪创
作的一组雕刻版肖像作品《天空中最亮的星》，搭载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和三位航天英雄一起遨游太空90天。董琪告诉记者，
《天空中最亮的星》是她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创作的三幅作品，作
品的主人公分别是钟南山院士、屠呦呦女士和袁隆平院士，他们
为中国，更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彰显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杰出代表。“我将这组作品命名为
《天空中最亮的星》，就是想以此致敬科学家精神。”

回想起自己在2017年设计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邮票，董琪直言，在方寸间展现如此宏大的主题，对于设计师来说是
巨大的考验。她深入研究选题、充分理解作品，废寝忘食琢磨细节，

“最终邮票以论坛标识为主体，左侧的祥云代表陆上丝绸之路，右侧
的水纹元素代表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剪影结合了古代文明遗址与现
代建筑，表达出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愿景，表现出‘一带一
路’是联通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今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邮政将再一次以“一
带一路”为重大选题发行邮票以资纪念。董琪说：“中国邮票守正创
新、推陈出新，坚持文化赋能、科技赋能，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将通过多元视角，弘扬集邮文
化，向世界生动地讲述邮票上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 邵伟 钟艺声

“我的雨夜里会升起焰火，我的灰烬中会开出
花朵。”《青年π计划》的舞台上从来不乏个性表达
的年轻人，唱作这句歌词的视障女孩安屿，用“灵
魂表演”征服了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她独特的
嗓音和曲风让老牌摇滚歌手汪峰和郑钧都表示震
撼，网络上大家纷纷在讨论“安屿”是谁。

19岁自学四国语言，以微弱的视力创作着她
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安屿用一首《她》向观众打
开了一位视障女孩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在诚恳
美好的音乐创作里讲述了为追求音乐梦想和美好
生活而经历的蜕变故事，用独特的生命力展现出
属于她的蓬勃青春。

初次亮相，安屿便以暗黑眼罩的造型和甜美清
脆的独特嗓音，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笑称自己
不是“虚拟人物”的她，用一首音调悠长、叙事感强
烈的原创歌曲《她》震撼全场，颇具意识流意味的
歌词更是唱出了安屿对于生命的独特感受。

在原创歌曲《她》中，安屿将自己对于世界的感
知编成独特的词曲，并用张力十足的演唱方式加
以倾诉。“雨夜中的烟火”“灰烬中的花朵”，正如她
歌词中引人入胜的独特意象，这个不平凡的女孩
初舞台的表演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4岁时因药物过敏失去视力的安屿，通过音乐
找到了自我表达的窗口，她说：“音乐能让我走进
五彩缤纷的世界，我喜欢在钢琴上摸索表达自己情绪的旋
律。通过音乐，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如安屿所言：“生命无处不是艺术。”现在的她同时也在自
学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国语言。虽然无法用双眼感受世
界的斑斓，但她用沉浸式的好奇心与不灭的向上心，通过不断
求索的心灵观察和描摹着世界的模样。通过音乐学习和表
达，她感知和记录着自身成长；也以热爱和激情为火炬，照亮
自己的青春蜕变之路。

《青年π计划》以“无限不循环”的“π”为节目主题，通过挖
掘独一无二的新生代音乐人，为青年搭建属于他们的音乐交
流舞台，展现属于新一代音乐人的无限可能性。在这里，像安
屿一样热爱音乐的青年们，可以和她一样，在竞技中交流，在
重塑中进步，用更丰富的自我展现青春能量。

戏中有戏，温情演绎非遗故事
■ 钟玲

花丝镶嵌、缂丝、古典舞、木版水印……
穿越千年，古老的非遗技艺在这里熠熠生
辉；明清服饰、陶瓷玉雕、书画漆器……跨越
时空，那些来自不同时代的历史文物，在这
里诉说着中国文明的变迁与沧桑；纪录片、
综艺节目、职场故事、纪实访谈……多元叙
事，在这里生动演绎着非遗技艺传承的现实
困境，以及传承人的执着与坚守。

这是《正好遇见你》，一次非遗文化与
职场故事的邂逅。

由高寒执导，郭晓东、张楠、李小冉、张
博等主演的非遗文化都市剧《正好遇见
你》，已渐近尾声。解读非遗、见证传承，全
剧以文艺编导鱼在藻、文物专家陶唐为核
心的综艺团队，推出一档电视节目《传承》
的故事为主线，通过他们的镜头诗意呈现
非遗传承者的真实生活和传承故事，来展
现非遗文物之美，以及传递文化传承的魅
力和价值。

从剧情的框架结构来看，《正好遇见
你》首先是一个女性成长故事。女主角鱼
在藻，因童年阴影患上情感障碍，无法与人
共情，但她异于常人的脑回路，成了助攻她
事业的“奇药”，不时出现的灵感，跳脱事外
的理智，直接简单的处事方式，让她与团队
成员一起拍摄节目的过程，自始至终“火花
四溅”。她不是爱情至上的“恋爱脑”，不是
灰姑娘式的“甜宠女孩”，不是升级打怪的

“大女主”，只是一个有勇气、有智慧、有自
信的普通职场女性。没有爱情、家庭的羁
绊与束缚，妥妥“事业咖”的鱼在藻，从初入
职场到以自己的专业素养获得尊重的经
历，亦是最初不理解她的人从怀疑她到肯
定她的一个转变过程。

不得不说，围绕鱼在藻的成长而构建
的职场故事，是足够精彩的。论冲突，在
内，有理念的不合，在外，有同业的竞争；论
人情，有她与同为编导的袁迦莹之间亦对
手亦朋友的女性友谊，有她与博学的陶唐
之间的相互欣赏与惺惺相惜……

而在这个戏中有戏、剧中有剧、情中有
情的当代女性的励志故事里，《正好遇见
你》还于《传承》这个综艺节目的视角，讲述
了诸多非遗传承人的人生故事，其中蕴含
传承人与器物之间的羁绊，以及非遗技艺
的代际传承之困——

最先出场的花丝镶嵌，是以父女之间
的矛盾为切入点的，当我们都以为那个父
亲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执念，才传授不喜欢
这项技艺的儿子技术而忽略热爱这项技艺
的女儿时，出走的女儿却让父亲不得不将
原因和盘托出，原来，他深知花丝镶嵌的辛
苦，他只是单纯希望一个女孩子能轻松一
点地活着。浓浓的父爱，还是未能阻拦女
儿对花丝镶嵌的发自内心的热爱，父亲最
终决定转变观念将手艺传给女儿。

木版水印，则聚焦的是父子之间的代际
冲突。父辈手艺人与年轻儿子因为出生时

代的不同，对生活、理想、价值的认知也存在
差异，儿子认为木版水印费时费力更喜欢画
漫画，而父亲则沉迷于木版水印的魅力中坚
守一生。矛盾一触即发，父亲终于认识到不
该因惜才而左右儿子的人生抉择，而儿子
也在得到父亲理解的同时，放下了自己的
心结。虽然，这个故事以大团圆的方式结
束，但提出了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于非
遗传承来说，是该尊重当代年轻人多元的
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还是以父辈的意志
为先？

以及，关于缂丝，这个单元向观众讲述
了林家五代女性的坚守与传承，因命运而
非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林家五代女性，
将缂丝艺术一代代传承至今，于多年的守

护中完成了“双面异缂”的研究；在古瓷艺
术的传承故事中，敏锐的鱼在藻发现了杨
绾制作汝窑前后期的风格不同，从而发现
原来是她的双胞胎妹妹不幸去世，才让专
注制作钧窑的姐姐杨绾转向研究汝窑……

反转与悬疑、温情与治愈，《正好遇见
你》在不同的人物故事，采用了不同的艺术
手法，以此呈现非遗技艺的灵魂与魅力，如
何成为不同非遗传承人在各自家族之间情
感联系的纽带，也让观众在一场艺术盛宴
中收获了不同的心灵震撼。

而在这些生动的人物故事背后，那些非
大众所熟悉的非遗技艺，也通过剧中的画面
进入大众视野，为人们进行了一次“科普”：

例如，花丝镶嵌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兴

盛于明清，要利用贵金属的延展性把金或
银等材质拉制成细丝，经过掐、堆、垒、编、
织、攒、焊等八项主要技法才能完成，以此
技艺制成于定陵出土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的
金丝蟠龙翼善冠，在我国仅此一顶；例如，
木版水印根据笔迹、色块分版勾摹、刻版，
再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
印，历经勾描、雕刻、印刷三道工序 100 多
个步骤，印制出来的中国画竟然可以乱
真！例如，素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的
缂丝，起源于汉魏，盛极于南宋，所用彩色
纬丝多达6000种颜色，色彩变换极其繁琐，
至今只能手工编织，无法用机器替代，有

“织中之圣”的美名……
择一事，终一生，指尖流动的皆是岁岁

年年。无论是那些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还
是传承人一针一线、一笔一画、一捏一揉的
手工技艺，在高清特写镜头的加持下，人们
都能从中看到匠人的智慧，匠人的初心，匠
人的坚守。

女主角鱼在藻与同仁制作的节目《传
承》，细细“剖析”了文物和非遗工艺繁复的
制作过程，同时也注重挖掘文物与人之间的
关系，他们与不同身份的非遗传承人相遇，
完成了对非遗、文物、历史的别样解读。

“戏中戏”还不仅限于此。
在《传承》中，勤政的清世宗雍正帝与

年贵妃的夫妻之情，慈禧太后与珍妃的婆
媳博弈，明宪宗朱见深与万贞儿的“禁忌之
恋”，明宣宗朱瞻基与孙皇后的青梅竹马之
爱……或温情，或悲戚，以古装演绎不同历
史时代的历史故事，是《正好遇见你》为自
身增添意趣的巧思，而除了以女性为主角
的职场故事，《正好遇见你》还在不同的单
元故事中，注入有关女性的社会热点议题，
例如家暴、女性互助、职场女性的婚姻抉择
等等。并且，在每集剧尾，《正好遇见你》还
邀请真正的非遗传承人讲述他们自己与非
遗的故事，为中华传统非遗之美增添了现
实注解。

主题新颖、视角独特，这是《正好遇见
你》在都市剧领域里的一次创新。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与综艺节目选择与非遗
牵手，将非遗搬上荧幕。无论是过往电视
剧《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的京绣、《当家主
母》里的缂丝、《《如懿传》中的点翠、《梦华
录》中的茶百戏，还是《新生万物》《非遗里
的中国》《艺览吾“遗”》《巧手神探》等综艺，
都是以影视+非遗或综艺+非遗的形式，为
作品本身赋予浓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
涵，但终究相对模式单一，《正好遇见你》却
以文物、技艺、历史、现实的梦幻联动，在现
实世界、虚拟综艺、职场故事之间找到了平
衡，别具一格地展现了非遗之美、人性之真
和亲情之爱，达成了以多重元素相结合的
方式从微小切口看非遗文物、看匠心精神、
看中国历史的夙愿。

见物、见人、见艺、见情……交错的时
光里，在《正好遇见你》里徜徉岁月之河，我
也见到了，非遗技艺永不消散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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