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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2月22日讯
记者 李月红 通讯员 邵敏

12月22日，冬至，太阳黄经270
度。在这一年白昼最短的日子，杜
甫有诗赞：“远传冬笋味，更觉彩衣
浓。”在寒冬时节，能够吃上冬笋，就
是最早享受春天的美味了。

“九前冬笋进春烂，九后冬笋清
明出。”农历十月到十二月，温州市
平阳县青街畲族乡的山民们开始了
一年最后的劳作，在竹林里挖冬
笋。来自省农科院的监测，冬至前
后，冬笋的含水量及蛋白质含量均
达到最高值，此时的冬笋最是好味
时。一旦“南风吹作竹”，错过食笋
的大好季节，将后悔莫及。

笋，即竹的芽。竹类植物种类
繁多，有散生竹和丛生竹之分。全
世界竹类植物约有 70 多属、1200 多
种，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少数竹类分布在温带和寒带。在我
国，它主要生长在北纬 40 度以南的
区域。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英国
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东亚文明过
去被称作“竹子文明”，中国则被称
为“竹子文明的国度”。中国现有
竹类资源 500 多种，占世界竹林总
面积近 1/4，以珠江流域和长江流
域最多。

以杭州为中心，方圆 200 公里
的半径，全国最著名的竹乡——临

安、安吉、德清都在这里面。我省现
有竹林栽培面积 1250 万亩，年产鲜
竹笋 160 余万吨，占全国的三分之
一。在现代交通工具发明前，食材
产地地理上的便捷，决定了这个地
区的味蕾乡愁中会有笋。

据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夏海涛
助理研究员介绍，散生竹的笋，由鞭
上的芽分化成笋芽并逐渐膨大形
成。因竹种和出笋季节不同，大致
可分为冬笋、春笋和鞭笋 3 类。严
冬来临时，竹笋的生长进入休眠状
态，这时笋箨呈黄色，外被绒毛，即
通常称之为冬笋。到来年春季，气
温回升，冬笋继续生长并出土，称为
春笋。鞭笋又称鞭梢、笋鞭、边笋，
是竹鞭的先端部分。

在浙江中北部及西部，冬笋和
春笋是人们的主要选择，而在浙江

南部，在炎热的夏秋季，人们非常喜
欢吃绿竹笋（当地称为马蹄笋）。据
省农科院王月英研究员介绍，马蹄
笋是我省竹产区唯独夏季时节出的
笋，笋味鲜美，产量高，刚好填补了
这段时期没有鲜笋可吃的空白。

我国食笋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
先秦时期，《诗经》上即有“其簌维
何？维笋及蒲”的记载。唐代，因
食笋之风浓炽，以致笋贵如金，产笋
之地见有机可乘，便毫无怜香惜玉
地大肆斩割嫩笋。到了宋朝，人们
一方面食笋，另一方面也懂得爱惜
竹笋，因为竹笋数量减少，竹子的数
量必然不会增加多少。苏东坡说“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
人瘦，无竹令人俗”，便是提倡食笋
切不可毫无节制。明清时期，世人
食笋多了些许雅致的情怀。清初作

家李渔在《闲情偶寄·笋》中谈到，笋
是“蔬食中第一品”，“城市所产者，
任尔芳鲜，终是笋之剩义。”

历代文人墨客对笋也给予了毫
不吝啬的赞美，有苏轼“长江绕郭知
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刘辰翁“溪
傍野梅根种玉，墙围修竹笋生鞭”，
更有吴昌硕“客中虽有八珍尝，哪及
农家野笋香”之句。

今天，我们对笋的好奇，除了味
道，更多了一重营养，竹笋因此被寄
予了减肥的众望，可科学的真相是：
每 100 克鲜竹笋中，九成为水分，真
正有营养的成份只有不到10克。在
这 10 克里，大约有 32%是蛋白质，
44%的碳水化合物，9%是纤维素，还
有 1.3%的脂肪，除此之外就是各种
矿物质和灰分。单从其主要营养成
分来看，笋跟大多数蔬菜并无太大
差异，只是蛋白质指数高了些。

一株冬笋里，不同部位的营养
也各异。在笋肉里，蛋白质和矿物
质的含量最高；在笋壳中，各种氨
基酸的含量最高。竹笋特别的地
方就在于它有大量的游离氨基酸，
包括了赖氨酸、谷氨酸和天冬氨
酸。所谓游离氨基酸，就是不构成
蛋白质，可以在竹笋里面东游西
荡。竹笋的鲜味就是这些氨基酸
的功劳。

食笋的奥秘，在文学与科学间
反复被提及。梁实秋曾说，他从小
最爱吃的菜，是“冬笋炒肉丝，加点
韭黄木耳，临起锅浇一勺绍兴酒，那
是无上妙品——但，一定是要我母
亲亲自掌勺”，这末句最叫人共鸣。
科学对此的回应是，笋有一种叫“亚
斯颇拉金”的白色含氮物质，它与各
种肉类烹调后释放出鲜的味道，于
是人们从中找到了故乡的风味，消
逝的童年，还有将至未至的春天。

寒冬时节，冬笋端上百姓餐桌

八珍不及野笋香

节气餐桌

记者 吴孟婕

本报讯 由浙江新丽传媒出品
的抗战大剧《二炮手》，凭借导演康
洪雷，主演孙红雷、海清、孙茜的明
星主创阵容，自开拍以来备受关
注。时近年末，这部讲述东北山民
逆袭日军狙击手并成为革命战士、
抒写普通小人物且充满喜剧元素的

“非典型战争剧”，终于挤上了“一剧

四星”末班车，将于 12 月 24 日起登
陆浙江、东方、江苏、天津四大卫视。

孙红雷说，剧中他饰演的长工
张三与海清饰演的留洋归国“白富
美”之间，有一段“近于亲情与爱情
之间、连手都没拉过的”纯洁感情，
这也是他入行以来发挥最自由、最
释放天性的一次。为了贴合“神枪
手”的角色设定，还扛起真枪、苦练
枪法。

《二炮手》登陆卫视

本报杭州12月22日讯
通讯员 蒋欣如

精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人群，
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今天，由
浙 江 摄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的《精 英
2014》画册送入了浙江大学、浙江
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国计
量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师范
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
校。画册由著名作家王旭烽编撰

文字。
《精英 2014》的主编、总策划兼

主摄影沙德安先生通过长期跟踪采
访，选取了活跃在文化界、艺术界、
企业界等多个领域的 29 名浙江翘
楚，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他们的模
范事迹、精神风貌生动再现。读者
能够真切感受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浙
江和整个中国的巨大变化。它要传
递给年轻后辈的，是务实、守信、崇
学、向善的正能量。

《精英2014》进高校《精英2014》进高校

通讯员 邵敏

本报讯 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学会日前在杭成立，中国工程院
院士、省农业科学院院长陈剑平任
首届理事长。

陈剑平表示，作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的重要平台，学会聚
集了农产品安全研究领域的优秀
人才，既有行业主管部门管理人
员、科研院所的专家，又有基层一

线的技术推广人员以及相关领域
的企业。学会将围绕我省农产品
质 量 安 全 中 的 重 大 问 题 开 展 研
究，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农产品监
管工作提供技术支撑；组织农产
品质量安全科学应用研究和技术
推广，提高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意
识，普及安全消费知识；还将对社
会 上 关 注 的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热
点、难点、突发问题从科学角度进
行引导、解读，化解风险。

把好农产品安全关

记者 童桦 通讯员 林莉

本报讯 全省基层卫生管理骨
干进修班近日在浙江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开班。进修班旨在培养适应基
层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需求，具有较
强管理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与核心
竞争力的基层卫生管理骨干。进修
班每年举办两期，每期 50 人，省级
财政补助培训经费。

据了解，进修班学员主要从

全省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级乡镇卫生院中推荐产生，采取
小 班 化 、半 脱 产 的 集 中 培 训 学
习 。 培 训 内 容 涵 盖 政 治 经 济 理
论、卫生法律、医改政策以及管理
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邀请省级
卫生计生、财政、人力社保等有关
部门的专家和浙江大学、杭州师
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教授讲课，
并安排专题研讨，实行多方位多
维度的培训。

基层医生进修培训

本报杭州12月22日讯
记者 吴孟婕

今日冬至，作为一年最重要的
节气之一，古代文人会在这一天举
行一系列的雅集活动。用今天的话
说，就是借物起兴，画幅小画，吟首
小诗，或者还有，喝口小酒。

所以，今夜浙江美术馆的“辑页
掇英”第三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开
幕式上，册页和中国画的相遇、雅集
和双年展的碰撞，并非偶然，可谓匠
心独运。杜竹松现场演奏的琵琶曲

《黎族舞曲》、笛子独奏《姑苏行》以
及错落的花道展示，成为了开幕雅
集上张谷旻、马锋辉、吴山明等名家
挥毫泼墨的“起兴之物”。

作为迄今国内规模最大、规格
最高、最具学术性和影响力的中国
画盛会之一，本届中国画双年展由
中国美术家协会、省文联、省文化
厅、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共有冯
其庸、方增先、陈家泠、何应辉、王冬
龄、冯远、张伟民等36位顶尖中国画
艺术家参展，其中 10 位来自浙江。
他们中，既有白发苍苍的画坛耆宿、
扛起传承大旗的中流砥柱，也有在
全国美展崭露头角的学院新锐，还
包括两位曾在中国美院学习的外籍
优秀山水画家。500余幅作品，分为

“玄览蝶环”、“思纷群化”、“书简日
课”等 3 个主题模块，以作品的不同
形制和内涵意蕴，解读一帧一叶间
的逍遥境界、翰墨因缘和求索情怀。

在双年展组委会执行主任、艺
术总监许江看来，迈入当前的数字
图像时代，在对历史的层累和文化
的精粹进行辑掇后，问题随之浮现：
如何突破泛化与俗化的笔墨二元之
争？如何明晰国画的创作标准和审
美价值？如何促动传统艺术样式与
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共生？中国画册

页以其独特的创作、品赏方式，提供
了一个历史性检审的入口，指引了
促发生机的可能性。

册页亦称“小品”或“册叶”，通
常不盈尺，既便于随手展阅欣赏，又
利于长期收藏。这一特性关乎“尺
度”，方寸之内，那种契洽的把玩，带
着掌心的温情，又因册页的断续、叠
合、折卷的方式，关照心绪的跌宕起
伏；册页之精，以两宋为翘楚，从宋
徽宗赵佶的《宣和睿览册》、元代赵
孟頫的《心经册页》到近代陆俨少的

《杜甫诗意图册》，一叠叠绛蓝与皎
白的书册柔软而庄重地书写、传承
着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风雅绵
延。所谓“手卷易好，册页难工”，其
以特有的画幅形制、结构章法、笔墨
格调，栖身于古典审美范式之中。

从明天起至2015年3月8日，你
可以徜徉于浙江美术馆4至9号展厅，
沿着九曲展柜慢慢看，可以顺着投在
白色展墙上的灯光细细品，间或，与点
缀其中的园林景观、松梅盆景“邂逅”；
还有一些作品，甚至摆脱了“框”的束
缚，被拓印在展箱上、镶嵌在镜面里，
让人觉得，离古意更近了。

这，就是一个辑页掇英的世界。

第三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启幕

一叶一帧总关情

展览现场。本报记者 吴煌 摄

本报杭州12月22日讯
记者 刘慧

冬至佳节，如沐春风——今
天，记者走进我省各大文艺院团，
铿锵的鼓点，优美的唱腔，无不传
递着省委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好声
音：要在艰苦的艺术创作中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文艺的
灵魂，很好地融入艺术创作之中
去，让自己的文艺作品有着崇高
之美、信仰之美，有着强烈的思想
深度和艺术高度，让呼唤“真善
美”的艺术作品照亮人们的精神
世界，给人们以奋进的昂扬激情
和前行的百般动力。

“作为浙江戏剧界的代表之
一，我参加了省委召开的文艺工
作座谈会，倍感振奋，极受鼓舞。”
浙江京剧团团长翁国生激动地
说，近日为更好地创作出展现浙
江精神的英雄人物，同时也为了
纪念明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京剧团全新打造了一台
新戏《东极英雄》，他率领浙江京
剧团主创团队一行攀上陡峭的海
岛，吃住在渔民家，顶着凛冽的寒
风和大浪登上东极列岛，进行实
地采风考察。这样深入艰苦创作
在第一线，就是想努力遵循省委
文艺工作座谈会所强调的，要把
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
律，使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养分
渗透到全省人民的内心深处。要
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
华，创作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
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
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

领会省委文艺工作座谈会精
神，不仅文艺工作者要具有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艺担当，更要创
作出体现新时代精神的优秀文艺
作品，为建设浙江文化强省作出
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浙江交响乐
团团长陈西泠说，省委文艺工作
座谈会为新时期的文艺发展增添
了强大的动力，也为交响乐事业
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新年
里，浙江交响乐团将以省委文艺
工作座谈会精神为指引，以文艺

精品创作为切入点，坚持“中西合
璧，雅俗共赏”的创作导向，创作
出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交响乐。

“新年里，我们今后的工作方
向很明确，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承
担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打造
主旋律艺术精品绝不动摇，为观众
演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
一的文艺作品。”浙江话剧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文龙也参加了省委
文艺工作座谈会，他表示，昨晚该
团新创的舞台剧《孔子》正式公演，
不仅为大众奉献了一台既有思想
性、艺术性，又独具趣味性、可看性
的品格之作，也体现了浙江话剧团

一贯遵循的“创作出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好戏”的标准。

“作为我省规模最大的国办
文艺院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体现在文艺创作中是我们的重
中之重。”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正良表示：将围绕省委
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通过讲好
浙江故事、唱响浙江声音、舞出浙
江姿态，创作推出更多优秀作
品。同时，在新年里将开展“纪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浙江题材创作，目前，围绕该项重
大题材的创作已经启动，创作骨
干已赴全省各地及相关纪念馆采

风，以期在新年里为大众奉献更
多的精品力作。

好戏传真情，美德润人心。
同样参加了省委文艺工作座谈会
的浙江越剧团团长陶铁斧高兴地
说，今年真可谓剧团发展史上浓
墨重彩的一年，不仅剧团创排的
新越剧《我的娘姨我的娘》走进了
城市乡村田野，走向了更加广阔
的海岛舞台，更让与新中国同龄
的浙江越剧团感到自豪的是，该
剧凭着老百姓的“口碑效应”赢得
第十三届全国“五个一工程”的沉
甸甸奖杯。这充分说明，文艺不
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
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作为一位传统文化工作者，
我也在想，昆曲艺术的保护、传承、
革新，要不要借助市场呢？从省委
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我也思考
着昆曲的市场又在哪里？”这两天，
正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上演
御庭版《牡丹亭》而忙碌的浙江昆
剧团团长林为林说，现在不少文艺
作品，追求市场效益，过于媚俗，这
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什么是
好作品？它必须有正能量——也
就是精神追求，这一定是摆在第一
位的，作为戏曲工作者更不能随意
把民族的精神丢掉。

艺术作品能够从不同角度反
映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在艺术上
有独到的见解与创新，这是每一
位艺术家与文艺工作者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所要追求的。省舞
蹈家协会主席、杭州歌舞剧院院
长崔巍说，一部好作品除了审美
价值外，还应有强大的社会功能，
正如省委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
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
义，爱国主义之“大爱”，是人类永
恒的主题。“3 年前我选择了中国
大运河作为创作题材，从浙江改
革的大潮中集聚创作动力，短短
半年《遇见大运河》就巡演了 40
多场。”崔巍深切地感受到，艺术
作品就应该成为引领人们前行的
力量。

浙江文艺院团学习贯彻省委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

奏响时代主旋律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精品折子戏走进农村文化礼堂。 胡凌翔 黄旭东 苏丽君 摄

杭州歌舞剧院创作的《遇见大运河》全国巡演。 本报记者 胡元勇 摄杭州歌舞剧院创作的《遇见大运河》全国巡演。 本报记者 胡元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