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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实习生 孙艺铭

在云南丽江古城内的一家东巴纸坊

里，操着一口东北话的张洋正在向南来

北往的年轻游客推荐着纸灯和折扇等文

创产品。他在这里已工作 10余年。

一个东北人，为何会跑到千里之外

的丽江传承纳西文化呢？面对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的疑问，张洋向记者讲述起他

与东巴纸的缘分。

原来，张洋大学所学的专业就与传

统书画有关。创作作品时，他也会留心所

用的纸张材质。

在他看来，为艺术寻找一个载体同

样是“彰显品位的工作”。就这样，他接触

到东巴纸。与只能单面书写、轻薄的宣纸

不同，东巴纸材质较厚，支持双面书写。

通过查找资料，张洋发现，东巴纸还

不易损坏、方便保存，可以保存数百年。

经过不断的学习，张洋对于东巴纸

愈加痴迷。几经辗转，他来到丽江的东巴

纸坊，把自己的兴趣变成事业。

让张洋选择留下的还有一本特殊的

书——《纳西纸书》。一进店，他就发现了

这本纸张微黄、手感坚韧厚实的“宝

书”。抚摸着每一页书页散发的原始的

植物纤维质感，张洋沉醉在纳西文化浸

润的东巴纸中。

他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栏写着“布鲁

斯·李”。

一本如此具有纳西特色的纸质书，

作者怎么会是一个外国人呢？张洋见到

制作这本书的李军后才豁然开朗。

原来，这本书已经在 2009年第六十

一届法兰克福书展上展出。为了方便向

全世界传播纳西文化，该书所有内容都

经英语翻译。

作者署名时，李军就将名字改成自

己最喜爱的武打明星李小龙的英文名。

《纳西纸书》的编写花了整整 3年时

间，不只是因为书的内容难写，更是因为

东巴纸难做。虽然制作方法公开，但“做

是一回事，能不能用是另一回事”。

皮剥得干不干净、浸泡蒸煮的时间

长短，都会直接影响东巴纸的质量。

此外，制作东巴纸用到的荛花树树

皮有韧性、防虫蛀，但这种树一般长在海

拔较高的地方，量少，采集难。如果收购，

价格又高。

那段时间，李军和朋友常往纳西族

的老人家里跑，一边采集纳西族的各种

民俗资料，一边学做东巴纸。

即便是这样，成书的那一年，他们做

出的东巴纸也只够印不到 500本《纳西纸

书》，且因纸张特殊，现代印刷厂根本没

办法批量印制，他们只能四处找有手摇

印刷机的印刷厂，出高价一张一张地印。

听说李军的故事后，张洋对东巴纸

的热爱更深了。他了解到，纳西象形文字

是云南丽江的“活化石”。“1400多个单字，

词语丰富，能够表达细腻的情感，能记录复

杂的事件，亦能写诗作文。”张洋这样说。

思量再三，小店创始人决定将东巴纸

厚、韧性好、不被虫蛀的特点运用于拓宽销

路之中，“让传统文化在当下发挥用途”。

2000 年，第一家纸坊开张，创始人

作出了尝试——第一次在纸坊里卖书，

第一次把东巴纸做成时髦的明信片。

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是成功的。23年
来，东巴纸坊从一家只卖书和明信片的小

作坊，发展成了 9家既卖东巴纸纸张、明信

片、笔记本、折扇、灯具、挂画等商品，又提

供书写、印章和售后服务的连锁小店。

后来，张洋也加入小店工作。他说，

如今在东巴纸坊的展架上，《纳西纸书》

旁边也多出了《茶马纸书》《东巴文字典》

两本书。纳西文化开始走向世界。

在张洋的记忆中，一名出国留学的

年轻人会给纸坊的店员留下墨尔本的住

址，让他帮忙把本子寄到国外。

外地来的孩子也会求爸爸妈妈给自

己买一本《东巴字典》，给小伙伴写旁人

看不懂的“密文”。

更有甚者，一些年轻艺术家发现东

巴纸的新用法，利用东巴纸独特的笔触

效果进行艺术创作……

现在的东巴纸坊里，常常循环播放

着东巴纸制作流程，游客时而驻足攀谈，

或琢磨印章上的东巴文的吉祥话，或摆

弄造型独特的纸灯。

张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刚开

始做文创产品时，东巴纸坊的所有人都

没有头绪，店里就要求每个人每个月想

出一个文创方案，做出来销售，效果好就

多做一些卖，效果不好就淘汰，用市场来

决定产品的去留。

在这种机制的激励下，东巴纸坊也

尝试将少数民族的纸张、文字和中华传

统文化做创新融合。

张洋说，纳西族人本没有印章的传统。

但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年轻人都喜欢传

统古风、又有仪式感的东西，就想到刻印。

现在，每一家东巴纸坊店内都会有几

十种写着东巴文吉祥话的印章，免费为客

户提供盖章服务。

此外，东巴纸坊参考中国传统的装订

方式，做出线装、卷轴装、蝴蝶装、经拆装等

多方式装订的8个系列50多种东巴纸笔记本

单品，有的笔记本内页里还加入了银杏叶、五

角枫等植物的叶片，每一本都独一无二。

这么多年下来，店员似乎很少在意自

己的投入产出比。对他们来说，选择这个，

就是更多选择情怀，他们都希望为家乡多

留下点什么。

东巴纸坊许多分店的店长也都是纳西

族人，他们很乐意向游客讲述民族文化。目

前管理着 9家门店的经理和靖川今年 28岁，

也是纳西族人，从小学开始他就接触到东巴

文、了解东巴纸。大学艺术专业毕业后，他选

择回到家乡的东巴纸坊工作。“东巴纸属于

丽江的传统文化，我要把这个坚持做下去。”

23年来，一些店长通过东巴纸坊传播

纳西文化，最年长的店长还在开店时邂逅

了爱情，最后结婚生子。

现在，东巴纸坊的售后电话经常会

响起，常有外地的游客回家后忘记笔记

本上东巴文的含义，就打电话咨询，也有

一些游客打电话回来，咨询如何修好被

自己不小心弄坏的东巴纸灯。

许多在东巴纸坊工作

20年以上的员工都会说自

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

为一旦踏上了文化传承的道

路，就要一直走下去。

用东巴纸讲好纳西故事贵州省六盘水
市盘州市第十中学
团委始终坚持学校

“党建带团建·团建
促队建”的总体工
作思路，创新工作
载体，丰富团建品
牌，逐步使学校共
青团工作走在了青
春、奋进的前列。我
校团委用“真心·用
心·暖心·决心”铸
就了校园从“魅力·

奋进·气质·品质”的团属品牌定型。铸青
春之志，担时代之责。在当前和今后的工
作中，我校团委将持续推进学校共青团
工作提质增效，努力当好桥梁纽带，持之
以恒，常做常新，着力提升“三力一度”，
全力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无悔
的青春，圆满交上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的
青春答卷。

实习生 谢家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朱娟娟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不同于部

分大学生选择乘坐高铁或飞机“特种兵式

旅游”，一些年轻人决定坐上公交车跨省

“慢慢走”“细细看”。郭帆也是其中一员。

6 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在安徽省六

安市金寨县斑竹园镇，郭帆钻进一辆绿

色的 307 路公交车，打算与这座红色小

镇作别。

曾见证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

二师成立的斑竹园镇，是郭帆在大别山

区最后的驻足地。借助公交车，这名来自

安徽的 90后继续“东征”。

从武汉到合肥，从武汉经合肥、南京

到上海，从武汉经长沙到韶山，是这个夏

天郭帆的 3趟旅程。与众不同的是，每一

趟他都只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代步。

在他出发前，身边的亲友或不解或

担忧：为啥要开启这种近乎苦行的“慢

游”，能走多远？

总共 2129 公里、耗时 7 天 6 夜——

这是郭帆给出的答案。而对郭帆来说，这

不仅仅是一次脚下的“慢游”，更是一场

心灵的“漫游”。

“公交游中国”

“坐公交也能游中国？”

去年年末，互联网上流传的一组《公

交游中国》Vlog视频，让郭帆眼前一亮。

爱好徒步、热爱大自然的他，一见到这种

“慢旅行”的出游方式，就被吸引了。

郭帆是安徽人，在武汉工作，大学期

间曾有过两年义务兵服役经历。很早，他

心里就种下了踏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梦

想。何不也开启自己的“公交游中国”之

旅？5 月 29 日，他利用休假时间，从武汉

坐公交车到了合肥。

上路后，郭帆发现，乘坐公交车是观

察不同地域民生发展的窗口。

乡镇地区夹道林立的个体商铺、国

道两旁队列齐整的绿植、村镇间平坦干

净的桥梁，大别山区躬身劳作的农民，清

晨同坐一辆公交车去往城区的村民……

这些都成为他旅行Vlog镜头捕捉的对象。

此次探路之旅顺利成行后，从武汉

到上海、再从武汉到韶山的旅行蓝图逐

渐在他的脑海浮现。

从中共五大会址到中共一大会址，

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毛泽东故居，历史

记忆与地理空间的呼应，成为他此行的

另一条“红色线索”。

事实上，这些年，“公交游中国”的概

念在国内并不陌生。已有相当规模的人

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公交游故事。

今年 8月，来自四川成都、32岁的刘

华强，刚刚用 9 天时间完成自己的第五

次公交游——从成都坐公交车到北京。

自 2020年起，他梳理并实践了多条

公交换乘路线，先后完成了从上海到大

连、杭州到洛阳、大连到武汉、澳门到北

京等地的公交游。

最让他难忘的，是历时71天、换乘226
辆公交车，途经 100多个城市、5345个站

台，从澳门乘坐公交车到北京的经历。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他还受邀作客央视《两会你

我他》，介绍公交游这一旅行新风尚。

开启公交游时，刘华强就在社交媒

体上更新他的 Vlog《公交游中国》。途

中，他通过直播带网友“云旅游”。同时，

刘华强还组织起了一个粉丝交流群，如

今已吸引了 1500多人加入。

群内将近七成的成员都是 00 后学

生，郭帆也是其一。

郭帆此次公交游也离不开与群友们

的“云上”即时帮助，让他在中途得以及

时优化路线设计。

交流公交游路线之外，各地公交车

的样式也成为群友们讨论的焦点。有人

独爱城市公交的大气设计，也有人钟情

农村客运中巴的烟火气。

来自上海的五年级学生王远（化名），
偏爱一款已经逐渐被时代淘汰、别称“大

泡菜”的公交车。

王远从 7岁起为公交车这种“气质稳

重”的交通工具所吸引，开始了自己的公交

旅游生涯，在那一年他便自己设计路线，让

妈妈陪他从上海坐公交车去到苏州。

“不确定性”成为旅程
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

今年年初，由于工作原因，刘华强把

第五季《公交游中国》Vlog 的素材采集工

作交棒给了郭帆。

郭帆一路旅行，一路拍摄视频素材，在

湖南境内还被一名公交司机误认为是“富

二代”在体验生活。

其实“公交旅游”并非每一站公交都可

以无缝衔接，有时两条线路间的串联只能

依靠步行或自行车，这考验着旅行者的体

力与耐力。

在郭帆所设计的从武汉到合肥的公交

游路线中，便有一段从大别山南麓湖北麻

城至鄂皖边界长岭关、长达 11公里的山路

需要依赖双脚来丈量。

此外，“公交＋徒步”的旅行方式让公

交游更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也衍生出更多

的不确定性。

郭帆的第一次公交游途中，在乘坐

Z229 路公交前往南昌凤亭时路遇堵车，

他决定下车步行两站路。“一路烈日炎

炎，路上的渣土车尘土飞扬。”郭帆在游

记中记录。

夏季的烈日暴晒与突降暴雨等情况，

也给旅程平添许多困扰。在前往上海途中，

途经合肥时，他曾从塘西河公园一路冒雨

骑行至滨湖时代广场，等车时还被疾驰的

车辆溅了一身水，“这些郁闷都得自己消化

调整。”郭帆说。

“公交游中国”交流群的管理员凌冰（化
名）是安徽淮南人，早在 2020年刚上高中时

就以“狂热公交迷”的标签成为一名UP主，

致力于拍摄自己乘坐各种公交路线的视频。

对他来说，气温和当天的光线状况都

会影响视频成色。但这些不确定性，有时候

恰是旅程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

在安徽池州公交车上目击“暴雨突袭

九华山”，在山东济南体验开设在险峻山路

中的城乡摆渡车“303 路支线 2”……这些

独家记忆被他一一记录，汇聚成 400 多条

视频，吸引了不少网友“追更”。

于郭帆而言，“慢游”中由一本退役军

人优待证串起的缘分，也让他在孤独的旅

程中体认到了红色的“仪式感”。得益于许

多公交地铁线路“对退役军人免费”，郭帆

从武汉到上海的路费只花了 60多元。

旅途中，经马鞍山市区进入江苏省境

时，郭帆遇到了一位让他印象深刻的“老

班长”。

彼时刚上车的郭帆正在拍摄视频素

材，司机投来好奇的目光，郭帆便说起了自

己的旅行计划。司机告诉郭帆自己也是一

名退役军人，曾服役于某消防武警部队，家

中三代从军。下车后，郭帆向这位“老班长”

行军礼致意。

此外，搭乘的顺风车上来自河南的卖

瓜夫妇，大别山区割麦的老人，退役军人服

务工作站热情的工作人员……这些因为

“慢”而成为可能的相遇，化为郭帆独行路

上的一抹抹暖色。

“是一次生命的大口呼气”

“当公交车沿国道驶出大别山区，进入

宽阔的江淮平原时，通达之感油然而生。”

忆及旅程所遇“壮景”，郭帆这样形容。

公交游的逐渐升温，总让人联想到同

样火热的“特种兵式旅游”，在刘华强的粉

丝交流群中也不乏想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实践的群友。

有网友认为，两种出发的姿态都与曾

被新冠疫情窒息的经历有关，既是生活重

新“出发”的行动注脚，“也是一次生命的

大口呼气”。

不同于“特种兵式旅游”的雷厉风行，公

交游的旅行规划有更大的弹性。刘华强的

“直播旅行”便更像是边玩边走，边看边走。

郭帆有同样的感受：“沿途的人文风

光，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也能够让我

松弛下来，暂时舒缓工作的压力。”

对凌冰和王远这样纯粹的“公交迷”来

说，从小对公交车“没来由地喜欢”，让他们

走一条不慌不忙的线路，穿越未曾见过的风

景。这便是他们“让生命短暂休憩”的方式。

凌冰发现，从小学到高中，始终有一趟

631路公交和他一同走过披星戴月的学习

生活。巧合的是，每一次升学，这路公交都

会延伸至他下一学段就读的学校。

这种缘分让他相信“有公交领着的路，

怎么都能回家”。在不同的假期，他将省内

的公交线路一一走遍，附带了解了许多站

点的风土民情、地方掌故。

今年暑期，王远新实施了一次从上海

至北京的公交旅行。

路线的规划都是王远自己查阅地图，

一条条、一段段确定下来的。值得一提的

是，他规划的这条线路，每站换乘之间要走

的路不超 500米，是更纯粹的“公交游”。

一路上，王远领着妈妈邂逅了滁州明

光市柳巷村夹道的柳树，穿越了安徽与江

苏交界区泊岗乡的大雨，路过了乡间小路

旁的农田、耕牛、菜畦……

王远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他正

在研究上海至三亚公交游的可行方案，计

划下个暑假成行。

公共交通系统仍在继续将触角延伸

至共和国肌体更多的角落。在结束从成

都到北京的公交游旅程后，刘华强感慨：

“低成本游览祖国的大好

河山，既可以放松心情，又

能增长见识。希望有更多

的青少年能来体验这一新

风尚。”

公交游中国 谁在享受“慢”之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同一条水系，串起津门

血脉。难忘的瞬间，沿着蜿蜒

大河定格成一张张照片，被

城市铭记。

9 月 7 日，在天津美术

馆，静海军民战洪图——海

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防

汛抗洪摄影展开展，那时那

刻一座城市的“命运”，牵动

着万千人民的悲喜；每一个

动人的付出都值得被看到、

被歌颂。

摄影展由天津市静海区

委、区政府主办，分为“人民

至上”“人民子弟”“同舟共

济”“伟大胜利”4个篇章，共

有 120多张来自抗洪一线的

照片展出，里面记录的都是

这座城市里最可爱的人。

镜头里，有坐上公交去

安置点的老人，有站在革命

桥上凝视河水的青年，有为

转移群众准备饭菜的义工，还

有劝说老人“先待些天，咱马

上就能回家”的村干部……

点滴瞬间可以拼凑出故

事的全貌。洪水来临前，台头

镇建设村准备把群众转移到

安全地区。两三位腿脚不好

的老人不想离开家乡，在村

干部的劝说和搀扶下，最终

坐上车。

另一组照片里，静海区第

六中安置点的工作人员正在

准备热乎的饭菜，迎接乡亲们

到来。

一边是“细心送”，一边

是“暖心迎”，中间是接送乡

亲们的公交串联起家和“家”

的距离。照片讲述的，是静海

区 3个镇、26个村的 3.7万多

名群众第一时间安全有序撤离，不落一户、不

落一人的故事。

群众全部妥善转移安置后，便是人与洪水

“硬碰硬”的决战。8月 4日中午，洪水“水头”从

河北省交界处的沟渠漫上马路。

展览上，一张名为《传递》的照片，还原了

当时大河两岸，人民子弟兵排成长龙，昼夜不

停战斗的景象。也是在现场人员的讲述里，大

家听到一位“00后”战士跨越 15年的奔赴。

在支援台头镇的队伍里，有一位 00后战

士杨姊铭，他来自四川省绵阳市盐井村，15
年前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

那一天，他趴在爸爸的背上，就在乡亲们

紧急撤离的路口，身穿军装的人民子弟兵形

象永远刻在了他的心里。15 年后，他也成了

“逆行者”，成了印在儿时心中那些身穿军装

的背影。

一组组照片，都在回响同一个看似老套

的问句，“你是谁，为了谁”。当子弟兵们光荣

完成支援任务，撤离静海的那天，人群里的一

声声呼喊，恰似回应了军民齐心抗洪的真挚。

这些日子，静海区向伸出援手的社会各界

发出感谢，在抗洪救灾单位和个人的名单上，列

着长长的一串名字。部门干部、国企职工、爱心

企业、志愿者……一个个姓名背后，都是一场

义无反顾的奔赴，一场风雨同舟的集结。

照片里，有很多“蔚蓝”的色彩，他们是蓝

天救援队的队员。生活中，他们都有自己的职

业，火锅店老板、公司职工、厂房会计、网络店

主等等。接到救援任务后，他们放下了所有，

奔赴洪区。

“从 8月 2日进入灾区，到 20日接群众回

家，这些日子里，有太多画面和瞬间被定格，

也有太多太多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现

场的讲述，让很多驻足倾听的市民红了眼眶。

接连几日的泄洪，子牙河大堤的闸口被

水淹没，5个闸口需要穿上钢丝绳才能开闸。闸

口下。洪水急、水质浊，还散发着恶臭，水中有

树木、杂物、污泥，还有各种难以预估的危险。

蓝天救援队的潜水员毫不犹豫地紧急下

潜，在水下，潜水队员摸索着清除水草、泥沙等

杂物后，对淹没的闸口进行穿绳，为顺利提闸争

分夺秒。

事后，很多人问这名队员：“小伙子，你害怕

吗？”他挠挠头，笑着说：“潜到下面就什么都看

不到了。”

展览的最后一章，有一张名为《万家灯

火》的照片，那是乡亲们回家的第一个夜晚。一

条革命桥，连接起南北两岸的人家。万家灯火

里，有万家的故事，但团圆和平安，早就胜过千

言万语。

傍晚，邻居亲友相互倾诉着最近的心情，

有人说：“心里急得呦，可看到这么多人帮咱

渡过难关，咱心里有底，咱不能怕事。”有人

说：“子弟兵们给咱守家，咱连口水都没给人

家，心里不落忍。”

在静海区第一中学临时驻扎点，子弟兵们

本打算趁着天未亮悄悄离开，可一推开校门，

道路两旁已经站满了群众，军车驶过，人群里

一声喊：“孩子们呐，有空就回来，叔给你们包

饺子吃！”

与洪水的战斗是一场全民战役，正如展

览中的一句介绍语——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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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团安
徽省滁州市全椒县
委始终坚持青少年
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不动摇，不断引导
全县青少年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
感党恩；始终在想
方设法凝聚服务好
青年上出实招立新
意，充分搭建助力
青少年成长成才的

广阔平台，打造出“青春自护·‘全’守未
来”“‘椒’个朋友”等多项工作品牌；始终
在围绕党政中心工作上奋勇当先勇挑重
担，多次助力“安徽省十五运”“皖美山水
骑行大赛”等大型赛事会议志愿服务保
障，通过主动作为彰显青春担当。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

市第十中学团委书记

严明明

团安徽省滁州市全椒

县委书记 王洁

刘华强、王远（化名）、郭帆在“公交游中国”路上留影，以及攒下的车票。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位于云南丽江古城的东巴纸坊吸引着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摄

云南丽江云南丽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