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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立夏过后，小满翩翩而至。

小满是一个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智

慧的节气。《说文解字》将“满”字释为“盈

满”，有“充满”“饱和”“足够”之意。“小

满”，顾名思义，有着“满而不足”“满而不

盈”的含义。物盛则衰，物极必反，是

古人对天道的理解，也是训诫后代的哲

学。《尚书·虞书·大禹谟》 云：“满招

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红楼梦》 十

三回里，秦可卿死前给王熙凤托梦曰：

“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有道是

‘ 登 高 必 跌 重 ’。” 由 此 看 来 ， 小 得 圆

满，才是人生好的境界。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建 设 研 究 ” 首 席 专 家 萧 放 向 记 者 介

绍，“小满”节气名称的由来与农作物

的生长态势有关。《三礼义宗》 曰：“小

满为中者，物之生长小得并满，故以小满

为名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四月

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萧放解

释说，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同时也

是孟夏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农作物小有

收获，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是

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的“小得盈满”

之际，所以称之为“小满”。

中国天气·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气象先生”宋英杰在《二十四节

气志》中总结说，清明和谷雨时节往往是

一年之中风最大的时候，而到了立夏和

小满时节，春风便渐渐停止，恼人的杨花

和柳絮也不再四处飘飞，大自然沉静下

来，夏日的鸟语替代了春天的风声。

萧放告诉记者，小满时节，除东北

地区和青藏高原以外，我国绝大部分地

区都真正进入了物候意义上的夏季，农

作物生长旺盛，麦浪泛金，榴花似火，

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初夏风光。《淮南

子》 曰 ：“ 满 ， 冒 也 。 音 比 太 蔟 。 太

蔟，正月律也。蔟之言阴衰阳发，万物

蔟地而生。”

萧放说，小满时节，农田管理十分重

要，既要防旱，也要防大风雨。大旱则插

秧困难，大风雨则易使夏收作物泡汤。

南方地区的农谚赋予小满以新的寓

意 ：“ 小 满 不 满 ， 干 断 田 坎 ； 小 满 不

满，芒种不管”。这里的“满”形容的

是雨水的盈缺。农人认为，小满时田里

如果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

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

从立夏到小满是作物种植时节，俗

语有云：“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

小满正是适宜水稻栽插的季节，因此很

需 要 雨 水 ， 又 有 俗 语 说 ：“ 立 夏 要 下 ，

小满要满。”

江南蚕乡还有“小满动三车”的民

谚，小满时节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

水田管理等农事一起上手，缫丝车、榨

油车、水车齐动，小满生产繁忙可见一

斑 。 因 此 在 小 满 时 ， 人 们 不 欢 迎 亲 戚 来

访，湖北地区就有“立夏到小满，亲家来

了都不管”的民谚。

孟夏四月，新丝行将上市，正是桑事

最为繁忙之际，《清嘉录》 有记载，“小满

乍 来 ， 蚕 妇 煮 茧 ， 治 车 缫 丝 ， 昼 夜 操

作。”为了祈祷养蚕有个好收成，蚕妇们

都会拜一拜蚕神，供上酒水、鲜果和丰盛

的菜肴。相传，小满为蚕神诞辰，江浙一

带丝业发达，往往要演戏酬神，谓之“小

满戏”。兴建于道光年间的江南盛泽丝业

的 先 蚕 祠 内 尤 其 热 闹 非 凡 ， 祠 内 筑 有 戏

楼，可容万人观戏，各大戏班轮番登台，

连演三天。但这戏也是有讲究的，不可语

“私 ”，不可语“死 ”，既是怕神灵怪罪，

也为了给自己讨个祥瑞的兆头。

至今，中原地区还保留着小满日赶集

的传统，称为“小满会”。宋英杰在 《二

十四节气志》 中介绍，“小满会”在小满

当 日 或 错 后 一 两 日 ， 这 天 的 集 市 热 闹 喧

天，仿佛是庄稼人的“嘉年华”。对于乡

村孩童来说，可以在“小满会”的集市中

疯跑、闲逛、看热闹，还可以缠着大人买

玩具和小吃。火烧、油条、花米团、水煎

包、胡辣汤、糖葫芦⋯⋯那些小吃摊儿，

是孩子们关于“小满会”的童年记忆。大

人们眼看就要卖力气收麦子了，也正好趁

着“小满会”打打牙祭、解解馋。

“小满会”是乡情乡味的大卖场。有

种子，有农具，有牲口，也有即将派上用

场 的 消 夏 用 品 。 规 模 大 一 点 的 “ 小 满

会”，还搭戏台、请戏班，可以热热闹闹

看大戏。“小满会”也似乎是麦收之际的

一次“战前”总动员。割麦子、捆麦子、

囤麦子用的木耙、镰刀、篮筐、簸箕、麻

绳、卷席纷纷登场。

虽然现今大型收割机陆续取代了传统

的麦收农具，“小满会”也逐渐失去了置

办农具、备战麦收的功能，但它依然是一

方水土的节气习俗。

小满有三候：初候苦菜秀，二候靡草

死，三候麦秋至。

萧放介绍，小满之际，正是苦菜枝繁

叶 茂 之 时 。《颜 氏 家 训 · 书 证》 中 记 载 ：

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得夏乃成。一

名游冬。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

黄似菊，所在有之。小满前后正是吃苦菜

的时节。《周书》 有“小满之日苦菜秀”，

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苦菜

味甘中略带苦，可炒食或凉拌，李时珍称

它为天香草。《本草纲目》 记曰：“久服，

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在明代的 《救

荒本草》 中，苦菜的吃法是采苗叶炸熟，

用水浸去苦味，淘洗净，油盐调食。

二候靡草死，意思是，细软的草在强

烈 的 阳 光 下 开 始 枯 死 。《礼 记 · 月 令》

曰：“草之枝叶而靡细者。”方悫在 《礼记

集解》 中曰：“凡物感阳而生者，则强而

立；感阴而生者，则柔而靡。”

三候麦秋至。陈澔在 《礼记集说》 中

写道：“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于时虽

夏，於麦则秋，故云麦秋。”初夏是麦子

成熟的季节，而秋天是谷物成熟的季节，

因此古人也称初夏为麦秋。宋代寇准有一

首 《夏日》 写道：“离心杳杳思迟迟，深

院无人柳自垂。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

雨麦秋时。”

古 人 认 为 ，小 满 三 候 有 着 象 征 意 义 。

《逸周书·时训解》曰：“苦菜不秀，贤人潜

伏。靡草不死，国纵盗贼。麦秋不至，是谓阴

慝。”意思是，如果苦菜不开花，则贤人潜伏

不出；如果靡草不枯死，则国内盗贼泛滥；

如果气候不变热，则阴气太凶恶。

在宋英杰看来，古人以五谷为养，且以

作物的籽满粒足为满足，于是便将这种心

情寄托于节气。因此，小满既是一个节气，

也是一种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心态。

麦已小熟，天未大热，此时正是乐享

生活“小满足”“小确幸”的好时节。

小满：小得圆满 人生佳境

□ 郑萍萍

春末夏初的北京，风卷着杨絮漫天
飞舞，困扰着一部分患有过敏性疾病的
人群。与此同时，在有疫情发生的城市，
住在高密度小区的朋友正在为了通风发
愁，“我们今天已经不敢开窗了，因为对
面的住户确诊（新冠肺炎）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被告
知的一个重要防疫方法便是保持通风，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呼吸房间里其他人
从肺部排出的空气，而每个人吸入的空
气里，3%或 4%是从其他人的肺里呼出
来的。”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
院的健康建筑项目主任约瑟夫·艾伦表
示，“不过通过通风来抗击新冠病毒的挑
战在于：它是无形的，人们难以理解通风
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

没错，风是无形的，它借助飞扬的发
丝、荡漾的湖水、断裂的树枝现身。儿时，

老师会试着告诉我们，通过烟囱飘出的
烟的形态，辨识当下刮的是几级风。风是
包容的，拂过海面便裹挟了湿气；路过人
家，便带来了烟火气。风用无形的力量雕
刻着坚硬的石头、地球甚至宇宙的模样。

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斯皮尔克
（Spilker）及其团队，利用智利北部的阿
塔卡马大型毫米/亚毫米阵列（ALMA），
观 察 到 超 过 120 亿 光 年 外 来 自
SPT2319-55星系的气体，这是有史以来
早期宇宙中最遥远清晰的外向流。“如果
外向流基本上发生在每个星系中，我们
就会知道分子风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它
正是星系可自我调节的真正普遍的生长
方式。”这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
文章如此写道。

风在星际间流动，拂过地球的表面，
将植物的种子带到各处，创造着生机。
风，从古老的原野吹向不断拔地而起的
城市。城市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生长，自
然地形被迅速改变着。气流流经城市，风

速减慢，风向也发生了改变。
由于风速减缓，高层建筑集聚的城市

内部、建筑密度较高的“城中村”、被高层建
筑围绕的“盆地”等都成为高温和污染物不
易扩散之地。城市的热岛效应、雾霾及大气
污染等问题困扰着大城市的发展。

几年前，北京、广州、西安、南京等城市
在规划设计中提出类似“城市风道”的概
念，希望通过城市规划设计，保证城市主风
道的畅通。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
建筑师崔恺表示，今后在城市的规划中，要
优先考虑城市“风道”建设；对那些已经建
成的、却又阻碍风道的大楼，不能人为强
拆，而是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到达使用年
限后再拆除，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身处京津冀的人们明显感到，能看到
蓝天的日子越来越多，人们说，是风吹走了
雾霾。风对调节城市微气候，促进污染物扩
散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事实上，单靠“风
道”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热岛效应、雾

霾等大气污染问题的。
2021 年 3 月中旬，北京经历了一次“近

10 年来最严重的沙尘天气”。有网友问：
“是不是为了吹走雾霾，防护林开了口子，
又迎来了沙尘暴？”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
心主任张碧辉解释道，防护林主要是地表
植被，对整个风场的影响范围比较有限。

不过，这些地表植被的确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风沙“进城”。

1977 年，世界防治沙漠化会议在肯尼
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北京被列入沙漠边缘
城市。北京的绿化建设从那时起提上日程，
三北防护林、重点风沙危害区绿化造林等
工程相继启动。2002 年，北京又启动了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一期工程用了 12 年，
植树 1.5 亿株，构建起了“北京防御风沙的
第一道防线”，二期工程将于今年收官。据
统计，从 1978 年到 2018 年，“三北”区域沙
尘暴的发生次数从过去年均 6.8 次减少到
2.4次，减少了近2/3。

其实，“风”一直盘旋在城市上空，伴随

其发展。
1752 年，英国植物生理学和空气化学

专家斯蒂芬·黑尔斯说服伦敦纽盖特监狱
当局，在房间的墙壁上增开通风孔并安装
风扇，增加室内空气流通，以降低囚犯致病
率和死亡率。1758 年开始建造的英国普利
茅斯海军医院，将以往通用的中央大厅式
的设计改为多个独立建筑，每个建筑设有
多个病房。病房间由内墙隔开，以收治不同
病种的患者；病房两侧均设有窗户，以确保
空气流通，减少交叉感染。而这一设计也成
为不久后法国医院体系改革的重要参考，
受路易·维希十六委任，法国两任科学专家
委员会最终出版了完善医院通风和医院基
本建筑的备忘录。

19世纪后期，经历了霍乱的欧洲人，逐
渐了解了传染性疾病是如何传播的，通风井
以及后来发展的通风设备逐渐被视为公寓
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解决方案。1916年，纽
约出台了第一部区划条例，详细规定了高层
建筑在设计时必须考虑日照、通风的问题。

此后的百年，全球城市的平面和垂直规
模节节攀升，制造的热量不断增加。根据联
合国关于城市人口居住的报告，预计到2030
年，“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每3个人
中就有一个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风，是人类的伙伴，偶尔也是敌人，一
如人类诞生之初，自由而不受约束。

城市的风 吹向哪里

□ 陈 斌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已进入第三年，旅游业

受到严重打击，旅游纪

念品本就在旅游商品中

占比甚微，伴随着旅游

人数的大幅下降，多数

旅游纪念品生产企业更

是 难 以 为 继 。 为 了 生

存，这些企业也要进行

供给侧改革。

旅游纪念品随着国

内 旅 游 业 的 兴 起 而 兴

起 。曾 几 何 时 ，交 通 不

便，通信不畅，旅游服务

设 施 落 后 ，人 们 旅 游 的

机 会 少 ，长 距 离 旅 游 的

机 会 更 少 。加 上 当 时 科

技水平和加工制造能力

落 后 ，高 质 量 、品 种 丰

富、工 业 化 的 生 活 用 品

缺 乏 ，因 此 人 们 在 旅 游

中，为了纪念来之不易、

难 忘 的 出 行 ，一 定 要 买

纪念品带回家或送给亲

朋 。旅 游 纪 念 品 行 业 辉

煌一时。

随着国内科技水平

的 提 高 ，加 工 制 造 业 在

国际上称雄，民用航空、

高 铁 动 车、高 速 公 路 等

交 通 方 式 逐 渐 发 达 ，互

联 网、智 能 手 机 已 是 绝

大多数国人的必用必持

之物。各类旅行、旅游

已 成 为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于是，频繁、轻易的旅

游代替了来之不易、难

忘的旅游，购买旅游纪

念 品 的 理 由 也 随 之 减

少 。旅游纪念品变成了

“昨日黄花”。

疫 情 背 景 下 ，人 们

把健康防疫放在重要的

位置。为了应对时断时

续的疫情，不得不进行

应急资金、设施设备、

防疫用品等方面的储备

和准备。人们的日常已

更加侧重生活、健康等消费，非实用性、非

必需品的消费明显减少，未来，也许这些消

费会有所回升，但关注健康生活的主流趋势

已经形成。虽然，旅游纪念品将始终存在，

但已被逐渐边缘化。

严格意义上的旅游纪念品是大众旅游者

在旅游中购买的、用于长期保存的、低值的、

有某种纪念价值的商品。因此，食品、美妆品、

洗涤用品等无法长期保存，自然不属于旅游

纪念品。贵金属、高档服装、首饰，高档工

艺美术品等贵重的收藏品不属于低值商品，

自然也不属于旅游纪念品。当然，没有纪念

价值的旅游商品也不是旅游纪念品。纪念价

值主要来自当地的特色文化、事件和活动。

纪念价值通过载体成为纪念品，包括低值装

饰品，如各种低值的摆件、挂件、冰箱贴、

玩偶等。还包括低值的、有实用功能的家居

和办公用品，如笔记本、笔、尺、文件夹、

书签、鼠标垫、笔筒、明信片、小台灯、U
盘、马克杯、杯垫、帽子、文化衫、抱枕等。

旅游纪念品的传统销售场所是景区，以

及各种城市礼物店。由于纪念性往往都直白

地表达在常见的载体上，结果便给人以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大部分景区旅游纪念品都似曾

相识、千篇一律的感觉。

旅游纪念品的纪念性既是亮点，也是设

计和销售的难点。据统计，旅游者在各地购

买 的 旅 游 纪 念 品 占 购 买 旅 游 商 品 总 额 的

0.5%-5%。旅游者在交通便利的经济发达城

市购买的旅游 纪 念 品 ， 比 在 偏 远 且 经 济 欠

发 达 地 区 购 买 的 旅 游 纪 念 品 更 少 。 旅 游 者

购 买 的 各 种 活 动 的 旅 游 纪 念 品 ， 按 照 活 动

的 知 名 度 、 影 响 力 ， 虽 在 短 期 会 产 生 一 定

销 量 ， 但 其 总 量 在 旅 游 商 品 中 的占比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

当下的很多旅游纪念品设计企业貌似设

计了许多有纪念性的产品，令当地有关部门

的管理者感到满意，媒体也给予了不少宣传，

甚至在纪念品大赛中获奖。但市场并不认可

这些产品，进而导致它们的销售很差，企业的

投入与销售额不成正比。

面对越来越小的市场需求，旅游纪念品

企业应该如何转型升级呢？

从设计企业角度讲，首先，旅游纪念品设

计企业应该树立为大众旅游市场设计旅游纪

念品的理念。另外，旅游纪念品设计企业需顺应

大众旅游购物市场的需求，改变旅游纪念品常

见的载体和直白的设计。要在载体选择、纪念性

与载体如何结合和如何突出旅游纪念性的内

涵上下功夫。纪念品设计定位要明确：是设计作

为宣传品的无偿赠送的纪念品，还是作为大众

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必须严格区分。

从生产企业角度讲，首先，旅游纪念品

生产企业不能仅靠传统旅游纪念品的生产，

还要根据企业自身产能，生产与人们生活息

息相关的产品，也就是混业经营。另外，旅

游纪念品的生产成本必须严格控制，必须做

到锱铢必较，同时也要为渠道和促销留足价

格空间。

从销售企业角度讲，首先，传统景区内的

销售模式，早已被大多数旅游者摒弃，迫使旅

游纪念品销售企业采用现代新零售的方式进

行有品牌、有体验、线上线下的销售。另外，旅

游纪念品销售价格必须市场化，不可凭空定

价，要做到等质等价。

从企业的创新角度讲，无论是旅游纪念

品的设计、生产还是销售，企业均需要不断创

新。创新的目的是如何先行一步，激发旅游者

的购买欲。创新的基础是充分掌握旅游纪念

品的真实市场现状和问题，了解旅游纪念品

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利用新科技、新材料、

新工艺、新的销售方式等设计、生产、销售能

够引导旅游纪念品消费的产品。

旅游纪念品如何告别直白设计和千篇一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件东西，

当实物呈现在眼前时，那一刻内心生出

的成就感是对平凡生活的巨大慰藉。”生

于 1994 年的内蒙古男生曹锴，看起来比

同龄人多了几分沉稳与平和。

正值青春的年纪，曹锴身上同时拥

有两个身份：传统珐琅技艺手艺人，上海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珐琅青年教师。

“景泰蓝是我国特有的珐琅工艺，也

叫作铜胎掐丝珐琅，是结合了传统的青

铜 铸 造 工 艺 和 陶 瓷 釉 料 烧 制 工 艺 形 成

的。”曹锴不喜多谈个人经历，可一旦被

问及这项自己安身立命的手艺，他便会

极其详细、耐心地讲解工艺的完整流程

和细节。

当时间只属于自己，只属于景泰蓝

工艺，分分秒秒都随着那一道道工序而

变得纯粹起来：制胎、掐丝、焊丝、点蓝、

烧蓝、打磨⋯⋯

2012 年，曹锴考入上海工艺美院工

艺美术品设计专业，也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接触到珐琅工艺。最初，他在专业方向

上有很多选择，比如漆艺、工笔画、陶瓷、

玉雕⋯⋯“珐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更神

秘、更陌生。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后，我就

被珐琅工艺金属与釉料结合的独特性吸

引了；而珐琅工艺的呈现形式也是多种

多样的，可以是指间饰物，也可以是案头

摆件，还可以是家具陈列。”

很 多 人 倾 向 于 选 择“ 自 己 擅 长 的

事”，曹锴则被一条“越深入越困难的道

路”所吸引。

“一旦你喜欢，你就会深入，然后越

发觉得难，觉得自己会的真的太少了，要

更加努力多吸收一点东西。”曹锴说。

任何一门传统手艺的开端，必然是

练 就 最 简 单、最 基 础 的 基 本 功 。曹 锴 提

到 ，他 们 当 年 学 习 錾 刻 ，最 初 先 练 刻 直

线，然后刻曲线，熟练后再去尝试刻圆。

“如果你一上来就想錾刻一个图案，

是不可能刻好的，后来学习掐丝也是一

样的道理，都需要前期下功夫去练习，等

达到了一定的熟练度，你设想的图案才

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另外，珐琅工艺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在

金属上覆着釉料。金属作为胎体，是造型的

基础，各色釉料经过近 900 摄氏度高温熔

融后，与金属胎结合在一起，每一次烧制过

程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曹锴坦言，手工艺学习的过程难免有

一些枯燥，初期学习最难的是静下心来。

“看到重复繁杂的图案就头大，想要偷个

懒。这时候我会让自己先放松下来，做一

些其他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调整好状态

后再继续。在制作过程中专注于手中的作

品，不去留意过了几分钟或几个小时，感

受每一个细微动作、力道的变化对作品的

影响。”

在曹锴看来，珐琅工艺是东西方文化

交流融合的产物，“珐琅工艺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不断创造和增加新的表现技法，这

也侧面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兼

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曹锴回忆，大学期间，他的珐琅工艺

启蒙教师程惠琴和李绪红经常带着学生研

究珐琅的新材料、新工艺，也会带大家参

观博物馆和国内外的艺术展。“这个阶段

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临近毕业，我考

虑未来是否要从事珐琅制作，程老师给了

我肯定的答复和鼓励，让我坚定了继续下

去的信心。”

毕业后，曹锴去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

参与了一些珐琅工艺相关的大型项目，这

也让他对珐琅有了愈发深入的理解。

2017 年 ，曹 锴 回 到 母 校 ，在 珐 琅 工 作

室担任技师，想把所学所得传授给学生，让

更多年轻人能喜欢并从事手工艺这一行。

“作为一位青年教师，一个年轻匠人，我非

常热爱自己的专业，也非常想把这份热情

传递下去。”

在课堂和工作室中，曹锴算得上是“严

师”。“我会首先让学生欣赏国内外的优秀

作品，无论是传统的或现代的，先来感受珐

琅工艺所呈现出来的美，这样学生会在内

心建立起一个目标方向，不会在之后的实

践学习中茫然无措。当掌握一些工艺技法

后，就可以自己设计制作出一些作品。在工

艺技法的教学中还是要遵循由简到难的规

律，打好基础才能学习更加复杂的技法，而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适度地给学生增加

一些挑战，要求学生做一些没有尝试过的

题材类型来激发他们的潜力。”

曹锴坚信，当代年轻人的加入会为古

老的非遗技艺增添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应

当用年轻人的思维方式让非遗项目更加贴

近当下日常生活和审美需求。此前，他就曾

带领学生一起，将景泰蓝的美感与琵琶、月

琴自然融为一体，为中国传统乐器赋予美

学新元素。

“ 我 希 望 自 己 并

不是一个刻板的传承

者 ，而 是 一 个 承 上 启

下 的 传 递 者 ，把 自 己

所学到的传统技艺传

递 给 学 生 ，和 学 生 一

起进步，共同创新 。”

曹锴说。

年轻匠人传承景泰蓝技艺：创造是对平凡生活的慰藉

顺时而生 旅游商品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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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锴带领学生设计制作的珐琅琵琶和月琴作品《礼》。
工作中的曹锴。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手工艺非遗数字积累与文化传播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