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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视线

ZHEJIANG DAILY

记者 刘慧

本报讯 站在德清莫干山上远
远望去，从浙、闽、徽、赣异地迁徙而
来的 40 余座古民居，正在落户山脚
下的英红寨——白墙黛瓦，飞檐翘
角，这批风格迥异且具有很高文物
价值的古建筑群，将在此安家落户。

英红，德清筏头的古称。古代
英溪两岸多桃树，落英缤纷，由此得
名，是南朝一代文豪沈约的故里。
如今，以“英红”为文化内涵的英红
寨，成为一座拥有 40 余座古建筑的
别样小城。

故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一
天，当德清联合颜料有限公司老总
顾水荣得知，有一位外国明清家具
收藏家想转让其藏品时，当机立断，
以高价从许多藏家争抢中“夺”下全
部藏品。有各类家具、木刻、古字画、

瓷器、古建构件等，其中以明清家具
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仅各类千工
床、拔步床、罗汉床就有百余张。

“这批宝贝不应该藏在深闺，应
该让更多的人走近它、欣赏它。”深
爱中国传统文化的顾水荣斟酌再
三，决定办一个有特色、雅俗共赏的
婚俗文化艺术馆，让这批民间瑰宝
有一个长久的家。他带着一帮行家
里手，在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翻
山越岭，寻觅那些破败的老建筑，异
地拆迁保护，抢救回 40 多幢明清古
民居。

“每幢古民居就是一个故事。”退
休后帮助顾水荣收集、整理资料的德
清博物馆研究馆员朱建民说，痴迷于
传统文化的顾水荣，仅收购这些老房
子就花了不少精力和财力。但在顾
水荣心里，没有什么能比把这批古建
筑原汁原味地保护起来更重要。“至

少比当地拆了旧房建水泥房强，那
样，老房子将永远消失了。”

不过，这个民居古村该落户谁
家？德清县文广新局局长姚明星
说，今年德清县特批了一方风水宝
地，让这批古建筑在筏头安家落户
——集民俗文化展示、现代文化产
业、休闲旅游度假于一体的“英红
寨”正在拔地而起。

英红寨，有山、有水、有竹，走在
这里一步一景，如博物馆区域，就有
水样年华博物馆陈列、婚俗文化体
验、英红小镇一条街。在功能区域，
有瓷之源研发中心、摄影家驿站、中
国美院建筑学院创作基地等，文化、
艺术、文学创作园区与企业文化交
流园区错落有致。

最让人心仪的，当然还是掩映
在坡地山林中的古建筑群——高低
错落的徽派马头墙、熠熠生辉的赣

南围屋、美丽的闽北石雕，还有浙西
古民居匾额⋯⋯当清新明快的现代
气息穿插点缀于古民居之间，仿佛
让人穿越建筑史的时空长廊，在浙
闽皖赣不同建筑的映衬下，这个古
建筑群更显得古朴、厚重。

看那些古民居，集浮雕、镂雕和
透雕为一体的木雕，技艺精湛，内涵
丰富，有加官进爵、世代封侯、百忍
堂号，也有同读西厢、欢天喜地、佛
手金瓜，人物动物、植物花鸟，应有
尽有。而古代家具上的梅兰竹菊、
八仙过海、和合二仙等雕刻，题材涉
及戏曲故事、神话传说，朱漆泥金，
富丽堂皇。

顾水荣说，老祖宗留给我们不
可再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自然留给我们不可复制的人文景
观资源。因此，抢救保护与科学开
发利用，是英红寨的根本。

德清英红寨搬迁保护异地古建筑群

民间瑰宝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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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瑰宝安家落户

本报杭州12月2日讯
记者 吴孟婕

备受期待的吴宇森新作《太
平轮》（上），今晨零时以 2D/3D/
IMAX3D/中国巨幕 3D 版本登陆
银 幕 ，上 映 首 日 排 片 量 超 过
40%。影片会集了章子怡、金城
武、宋慧乔等亚洲知名演员，以
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 1949 年
发生在大型客船太平轮号上的 3
段“一船烟雨，情深如海”的爱情
故事。

虽然农历新年听起来有些遥
远，但贺岁档已是现在进行时
——以业内公认的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为起点，到 2015 年 2 月 24 日
大年初六为终点，共计 95 天，三
四十部电影，横跨元旦、春节、情
人节等多个节日，平均不到 3 天
就有一部新片——这些看似夸张
的数字，奠定了今年贺岁档的混
战格局。

号称“史上最长”的贺岁档确
实集中了一大批类型各异、商业
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黄飞鸿之
英雄有梦》《天将雄师》大展拳脚，

《太平轮》《智取威虎山》重现传
奇，《狼图腾》《推拿》走文艺范，

《密道追踪之阴兵虎符》《怨灵人
偶》以恐怖取胜，《一代宗师》《功
夫》3D 重映，《有一个地方只有我
们知道》《小时代 4》主打青春。
此外，还有适合全家观影的真人

秀衍生电影《爸爸去哪儿 2》《爸
爸的假期》和具有良好观众基础
的动画片《熊出没 2 之雪岭熊风》

《闯堂兔 2 疯狂马戏团》等。传统
贺岁喜剧片方面，虽然冯氏喜剧
在“菜单”上缺席，但《坏姐姐之拆
婚联盟》《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的
早更女友》《微爱之渐入佳境》等
爱情轻喜剧扎堆上映已足够热
闹。值得一提的是，以上 4 部均
为浙产影片。

进入 12 月，进口片集体“休
眠”。2015年元旦后，《饥饿游戏3》

《霍比特人3》《博物馆奇妙夜3》等
将试图在拥挤的排片中突围。

业内有句话说“得档期者得天
下”，可见档期选择对于电影票房
的助推作用。但贺岁档的“上菜”

顺序至今仍属于“道听途说”的朦
胧状态，“调档”之声不绝于耳，即
便是历时6年打磨、耗资4亿元的

“大吨位”《太平轮》也不例外。其
中最“灵活”的，要数由张一白导
演，彭于晏、倪妮主演的《匆匆那
年》——先从暑期档跳到年底，又
从年底调到“双十二”，刚刚才确定
12 月 5 日与观众“匆匆相见”。一
部小成本爱情片为何纠结？无非
是想在大片云集的热门档期分一
杯羹。而会集邬君梅、宋慧乔、陈
乔恩等明星阵容、实力并不弱的

《我是女王》，索性在混战中当了
“逃兵”，调档至明年4月。

除了“赌”档期，今年贺岁档
营销的另一张王牌是超前点映，
这显然是为了口碑效应。11月21

日上映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
11 月初就启动了提前看片会；定
档 12 月 12 日的《我的早更女友》
截至目前已举行点映 300 场，票
房120万元，仅次于暂居年度票房
冠军的《心花路放》点映成绩。

从主创阵容的票房号召力来
看，贺岁档冠军极有可能在贯穿
12 月的 3 部大片《一步之遥》《太
平轮》《智取威虎山》中产生。将
于 12 月 18 日上映的《一步之遥》
因为有姜文和葛优已足够吸引眼
球，后两部分别由浙江华策影视
和浙江影视集团旗下子公司蓝色
星空影业参与投资。据不完全
统计，今年的贺岁“流水宴”中，
近 1/3 的影片注入了浙江元素，
其中包括至少5部地道浙产片。

数十部影片扎堆争票房

最长贺岁档暗战开场

宁波鄞江镇“十月十”庙会近日在古色古香的牌楼下开锣，展示了极具鄞州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竹雕、渔船制造、金银彩绣等，让市民一饱眼福。 郭戟铠 摄宁波鄞江镇“十月十”庙会近日在古色古香的牌楼下开锣，展示了极具鄞州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竹雕、渔船制造、金银彩绣等，让市民一饱眼福。 郭戟铠 摄

12月 2日，台州市章氏骨伤医院首次将 3D打印技术应用于创伤骨科手术并获
成功——手术前打出患者的骨骼模型，然后在模型上进行手术预演，最终精准完成
手术。这一3D打印技术由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机电研究所开发。 王保初 摄

3D打印治骨折

本报杭州12月2日讯
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江英华

记者今天从省科技厅获悉，
2014 浙江省技术成果拍卖交易暨
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将于12月8日
在杭州开幕。

当天上午，我省今年第二次科
技成果竞价（拍卖）将在杭州举行，
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
机械制造等行业的 177 个项目参加
竞价（拍卖），起拍价 2.83 亿元，创 3
年来新高。

据了解，我省的技术成果竞价
（拍卖）已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技术成果种类最多、涉及领域最广
的科技成果拍卖活动。2012 年以
来，通过竞价（拍卖）的 273 项技术
成果交易金额达 4.15 亿元，有 60 项
科技成果实现了产业化，新增产值
11.7亿元，利税2.3亿元。

作为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的
重头戏，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的浙
江科技大市场也将于 12 月 8 日正
式开业，这一实体市场将成为网
上市场的重要补充。33 家科技中
介 服 务 机 构 入 驻 省 级 科 技 大 市
场 ，包 括 技 术 转 移 类 、咨 询 服 务
类、投融资类等，以及各市派驻的
科技中介，将为企业、高校、院所
间的技术转移、技术交易提供更
方便的服务。

科技大市场同时还将举行国家
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和国际技术转
移项目展示洽谈会，展示近两年获
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的
科技成果，以及芬兰、加拿大、德国
等国的可转化科技项目 200 余项，
涉及节能环保、信息通讯、机械制
造、化工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重点
领域科技成果，并组织企业与项目
方对接洽谈。

科技淘宝周来临

通讯员 严敏 王峥 记者 童桦

本报讯 杭州市疾控中心环
境所、下城区疾控中心、杭州市职
业病防治院的专业人员，近日来
到杭州现代实验小学朝晖校区，
为小学生开展肺功能检测工作。

据介绍，肺功能检测要开展两次，
此次检测获得的数据作为这批小
学生的一个基准值，第二次肺功
能检测于冬季雾霾发生期间再开
展，期望能得到 PM2.5 对小学生肺
功能的影响、小学生肺功能状况
等数据。

小学生测肺功能

通讯员 陈玉兰

本报讯 安吉县鄣吴镇上吴
村的百艺馆，俨然成了家门口的

“学堂”，一阵阵清脆的歌声此起
彼伏，三五村民时常围坐在储德
昌老人身边，有模有样地学唱民
歌民谣。

上吴村四面环山，是一个典型
的移民村，祖辈多从安徽迁徙过
来。纯朴的村民们在田间、采茶、放
牛时，喜欢一边劳作一边唱歌，歌词
大多为本地生活写照，代代相传。
一般 60 岁以上的老人都会哼上几
句，同时也吸引本村年轻人传唱。
24 岁的村民王博说，没想到自己的
家乡还有如此有趣的文化，感到很
好奇，于是常来学几句。41 岁的张
文秀平时就喜欢唱歌，时不时地向
老人们讨教几番，她说：“民歌都是
祖辈流传下来的，不难学，几次下来
就熟了，从此离不开了。”

细心的村民王季平将这些民歌
一首首记录在本子上，到目前已收
集了近 300 首。这些民歌调子有几

十种，有七字一句的，也有五字一句
的。从类型上分，励志、爱情、劳动、
民间传说应有尽有，还有不少朗朗
上口的童谣。

山歌越唱越开怀，成为上吴
人最喜爱的娱乐方式。为了留住
民歌文化，村委会还特地挑选 40
首民歌“上墙”，供游客欣赏，今年
又 在 村 口 处 的 文 化 墙 上 摘 录 部
分，镇政府出版的《江南第七风情
古镇》也摘录了上吴民歌精华，对
外推介。

淳朴民歌绕山村

记者 徐齐

本报讯 一批有志于促进瓯越
文化发展的单位和个人，近日成立
了温州市瓯越传统文化研究会。协

会将组织会员开展瓯越传统文化课
题交流，汇集与传播学术成果，同时
将传统文化推向企业，与海内外华
侨华人进行横向联系，开展瓯越文
化的研究和交流。

瓯越文化新解读

记者 刘慧

本报讯 由杭州西子画院主办
的“砚边漫笔——西子画院九人山
水作品展”近日在唐云艺术馆开
展，展出陈吉生、黄伟峰、刘后旺等
山水作品近 60 幅。与此同时，西
子画院的画家们走进临安天目山
镇肇村文化礼堂，为村民们送上水
墨书画。

今年，西子画院 50 名书画家先
后 3 次走进西天目山、天目大峡谷、
古村落等，与当地农民书画爱好者
一起现场写生，用手中的妙笔描绘
出临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
文底蕴。此次名家书画送进文化礼
堂活动，是临安市“百里画廊、千里
画卷”活动的其中一个子活动，丰富
了文化礼堂的内涵，使文化礼堂的
平台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千里画卷天目秀千里画卷天目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