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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溪古莲桥静静伫立在五保
湖中央，飞檐翘角的亭子连接起
长长的廊桥，桥亭倒映水中，犹如
一支莲花。古莲桥因其独特而精
美的设计成为古典江南的一张名
片。本月，古莲桥正式对外开放，
吸引了众多游客登桥漫步，一览
五保湖和古莲池风光，和锦溪地
标来一张绝妙合照。

除了新开放的古莲桥外，锦
溪古镇近期也解锁了众多新玩
法。

古时水榭依水而建，是古典
园林建筑的代表之一。古莲池畔
就矗立了一座结构精巧、华丽别
致的水榭，名为鹤来轩茶馆。在
夏日时节，来鹤来轩与好友品茗
闲话，凭栏观赏水中游鱼莲荷，尽
享清净典雅意韵，实在是美妙。

在古镇街巷中逛街吃喝，新

开的馄饨店便也是个不错的打卡
处。这里的招牌螺肉馄饨主打一
个“简单而不普通”。埋头咬上一
口，便沉浸在鲜味之中。这一碗
鲜掉眉毛的螺肉馄饨煮化了人间
烟火气，征服舌头的同时也征服
了食客的内心。

如果许多小伙伴游玩的脚步
略有被白天高温阻挡的趋势，那
么坐上一艘古镇夜游船，开启沉
浸式夜游体验一定是个好的选
择。望着船桨划破平静的水面荡
漾在两岸古色古香的老宅间以及
夜幕笼罩下的石拱桥下，听着过
路行人走过石板路发出的“笃笃”
声，仿佛回到了从前。

未来，锦溪将继续深入探索
文旅融合新模式，激发新业态，将

“古今交融”提质升级，开启千年
古镇“新动力”。 （锦 宣）

锦溪古莲桥开放

●昆山艺术云剧场

京剧《智取威虎山》
时间：6月15日
地点：周庄文体活动中心大

剧院
晚会《伟大征程》
时间：6月17日
地点：花桥文体活动中心

●慧聚广场

慧聚夜市
时间：每周五、六、日及法定

节假日14:00—22:00
地点：昆山开发区杨树路

500号

●昆曲茶社

“戏出东方”周五评弹有约
时间：6月16日19:30

“戏出东方”周六走进昆曲
时间：6月17日19:30

“戏出东方”周日评弹故事
时间：6月18日14:30

●体育活动

2023年昆山区镇体育联赛
足球比赛

时间：6月13日—18日
地点：周市城市运动公园、张

浦体育公园
2023年长三角（昆山）龙舟

邀请赛
时间：6月18日
地点：开发区夏驾河
第十五届健身广场舞/排舞

联赛
时间：6月16日
地点：锦溪
时间：6月17日
地点：周市
时间：6月18日
地点：巴城

●市图书馆

线下展览：《探秘史前时代》
科普主题展

时间：6月13日—6月19日
地点：市图书馆二楼琼花艺苑
流动图书馆进校园
时间：6月15日12:20—13:20

地点：珠江学校（周市）
市民大讲坛：2023高考志愿

填报策略讲座
时间：6月17日9:00
地点：市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

“诗意昆山人”复赛
时间：6月18日9:00
地点：市图书馆一楼多功能

厅、二楼报告厅
小书虫绘本课：父亲节特别

活动《和爸爸一起真好》
时间：6月18日10:00
地点：市图书馆一楼读书乐

基地
6月“满天星”亲子阅读推广

活动：浓情粽香迎端午——《奶奶
的丝线爷爷的船》

时间：6月18日10:00—11:00
地点：千灯分馆
时间：6月18日14:00—15:00
地点：张浦分馆
昆图诗词坊第52期：诗词中

的端午
时间：6月18日
地点：市图书馆五楼活动室

●昆山陆放版画艺术馆

昆山远古文明和美好生活
——史前文物精品展

时间：5 月 18 日—6 月 30 日
10:00—20:00

●陆放版画常设展

时间：6 月 11 日—8 月 27 日
10:00—20:00

夜赏第三期：海派花鸟画赏
析

时间：6月16日19:00—20:30

●巴城

2023年巴城杯长三角民歌
邀请赛

时间：6月16日—6月17日
地点：巴城镇文体中心

●周市影剧院

公益电影放映
时间：6月12日—6月18日
评话《大唐传奇》
时间：6月16日—6月30日

（文 宣）

一周文体旅精彩活动预告

一支昆曲一席故梦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
流萤。”扇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最初，它是古人用以扇风乘凉
的生活必需品。后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扇文化的兴盛，扇子除自身的功
能外，还承载了创作者和使用者的
审美意趣。形式多样的它是书法、
绘画、雕刻、刺绣等艺术的载体。此
外，戏剧中的角色以扇子为道具，也
是由来已久。据了解，演员们通常
借助扇子来表现角色的不同身份和
心理状态。小乙与扇子的缘分也正
是从一出戏开始。

曾为击剑教练的小乙，其生活
似乎与扇子这样小众的汉族传统工
艺品距离很遥远。“2018年我来到昆
山，在昆剧院看《牡丹亭》时，杜丽娘
的侍女春香手上金光闪闪的团扇吸
引了我。”小乙说。

虽然与团扇的“一见钟情”很美
好，但决心学习团扇制作后，小乙的
求学之路并非一条坦途。“我拜访了
许多制扇师傅，他们都不愿意收徒
——这实在是一门需要清贫坚守的
手艺。”小乙说。曾有一位扇厂老板
问他：“你是真想学手艺，还是想当
个网红？你能几年、十几年，甚至一
辈子耐住寂寞吗？”制扇这一行，容
不得一丝功利心。

然而，他人的质疑没有让小乙
打退堂鼓，团扇这一穿越千年的美
丽意象早已在他内心扎根。怀抱对
团扇的一腔热情，小乙走上了自学
制扇的道路。“网上能找到的资料我
都找遍了，其中微博上一位制扇大
师的分享对我帮助非常大。”他说。

一把团扇一颗初心

学习团扇制作后，小乙明白
了他人的考量不无道理。

首先，制扇是一门太需要
耐心与恒心的手艺。构思、
画图、选料、烘烤扇框、制
作或购买扇面、包边
……每一步骤都费

时费力。“选好竹
柄后先阴干再

烘烤。”小乙

说，“烤一个扇框往往需要一天的时
间，这还远没有结束。烤好后的扇
框要放置在一旁，过段时间竹子会
变形张开，这时就需要再次烘烤修
整让它卸力。这一步骤可能需要半
个月，也可能持续一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团扇
制作是一门古老、小众的技艺，许多
制作手法是没有定式和标准答案
的，必须靠工匠自己的摸索。“用宋
锦包边时，很容易剪裁出毛边。我
尝试了很久才发现给宋锦上一层浆
糊再裁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小乙介
绍道。哪怕是扇柄底部挂流苏的小
环，都不似看起来那样简单：“实心
的竹制扇柄往往很脆、硬度不足，挂
上流苏后容易扯断。现在我会把扇
柄挖空，填上硬度更高的紫光檀等
木头，让流苏挂得更结实牢固。”

此外，制扇也是一门不被许多
人理解的事业。流水线上的团扇从
几元到几十元一把，手工的团扇从
数百元至上万元。“大部分人都不理
解，为什么一把看似简单的扇子要
那么贵。”

不过，即便制作团扇的过程中
有千难万苦，小乙仍记得许多雀跃
欢喜的时刻。“在快闪店，我卖掉了
第一把团扇，那是一把周庄双桥主
题的扇子。”小乙回忆道，“还有客户
定制了一幅画有合照的团扇送给她
即将离开中国的德国导师。能帮忙
制作这样一份意义非凡、饱含深情
的礼物我也觉得很开心。”

现在，小乙已经尝试了许多扇
形、各种扇面。书画爱好者会来买
宣纸加绢制成的素面团扇；有送礼
需求的顾客往往选择精美的手工苏
绣扇面；对于布料有所了解的顾客
也会喜欢罗、缂丝等丝织品，它们虽
然昂贵，但堪称中国传统丝绸艺术
品中的精华。

一张案台一份坚守

在小乙看来，制扇过程中，有时
科技的力量可以让工作更便捷——
比如电子炉火比炭火更好控制温
度，而更多时候需要守正和师古。

“画设计图这一步中，虽然电脑
绘制打印的形状更加精准，但是线
条远没有手工画出来的流畅。”小乙

还展示并对比了工厂制作的扇骨和
手工扇骨的区别，“这个工厂扇骨是
许多片木头压成的，不仅没有手工
扇骨的灵动美感，而且因为没有经
过高温碳化，容易发霉。对团扇有
所了解的人，可以很轻易地区分工
厂扇和手工扇，有些流水线上的扇
骨包着铁，笨重不轻巧。”

古老的技艺有着它的不可替代
性。小乙起初使用化学胶做黏合，
后来换成了传统的鱼鳔胶：“鱼鳔胶
不仅黏合效果好，而且在冷水中吸
水膨胀、热水中受热溶化，可逆转性
让它不会损坏材料。”

对手工的坚守、对细节的精益求
精，注定了小乙的团扇无法高产。“营
销？量产？简化？科技代替人工？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没有意
义。”哪怕他的团扇事业至今依旧入
不敷出，他也甘之如饴，“我做扇子，
只是因为热爱。我想不断提高技艺，
学习传承这一美丽的传统文化。”喧
嚣的时代里，他这样在工作室一待就
是一天的“95后”成了朋友调侃中

“不合时宜”的人。但正是因为有万
千这样“不合时宜”的人静默坚守，古
老文化才得以生生不息。

小乙深知，四五年的时间，对于
制扇这门精深的学问来说只是起
步。他现在仍会时不时想到那句话
——“你能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
子耐得住寂寞吗？”这或许是需要用
一生来回答的问题，但起码此时此
刻，他只是想做好当下手中的这把
扇子。

（傅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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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圳到昆山，从击剑教练到团扇手
艺人，小乙的生活因为团扇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