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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文化简讯

历史钩沉

本报讯（袁正建）6月16日，“镜·心冉献东个展”在汉梁
慈善书画院隆重举行。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刘杰，
省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程兆星等领导出席开展仪式。

冉献东是夏邑县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商丘师院
美术学院教授，1993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2004年
获河南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硕士学位。多年来，冉献东一
直致力于铜版画的创作与研究，其作品先后入选国际、国
内大展并获奖。此次展出的 60余件铜版画作品，显示了
他近年来的艺术创作成果。

“镜·心冉献东个展”在汉梁慈善书画院举行

6月 11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当日不少市民纷纷前往位于商丘古城
东门里的商丘非遗文化展示馆现场参观
体验。在一众老物件、老手工中，一个
展柜里摆放的念珠、香牌、香珠等吸引
了不少市民目光，这些饰品造型古雅，
又散发着阵阵幽香，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
季佩戴。

“这是虞城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刘氏传统佩香制作技艺。”
见有市民围观，在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刘
建勋介绍：“刘氏本草制香技艺是传承古
代‘衣冠疗法’，承袭伊尹佩香养生文
化，分布在虞城县黄河故道镇里堌乡和田
庙乡及周边的一种民间传统技艺，辐射豫
鲁苏皖四省接合部的黄河故道流域。”

言谈中，刘建勋从玻璃柜里拿出一副

香珠手串给众人观赏体验。记者拿到这手
串细细端详，上手就闻到一股扑鼻的幽
香，古朴沉郁的草药香味，入鼻后令人精
神一振。香珠触手温凉，质地细密，不知
道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

“可别小看了这一颗小小的香珠，也
是历经了十几道工序锤炼，再加上长时间
陈化而成，质地坚硬如珠，香味多年不散
不淡。”刘建勋介绍，言语中颇为自豪。
只见他从一旁的抽屉里拿出一些半成品散
珠，随手撒落在一尊青花瓷盘里，珠子轻
盈地落在磁盘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
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虞城县建有伊尹祠，是汤药鼻祖伊尹
发明汤药之地。据介绍，伊尹在发明汤药
之前，于亳地（今商丘）引导乡民选择香
草，制成佩戴品驱蚊驱邪、防病养生。刘

氏传统佩香制作技艺立足黄河故道流域，
传承伊尹佩香养生文化，五代人专注于佩
香养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取料于黄河故
道流域本土的伤力草、艾草、薄荷、藿香
等具有挥发性的香草，在采收、晾晒、炮
制、碾磨、配伍等方面坚守古法制作，让
本草保持自然芳香。颗粒状制成香包、香
囊等，细末状的经过和泥发酵、手搓成
型、阴干陈化等十多个工序。

近年来国潮崛起，汉服、传统文创等
已经在年轻一代人推崇下成爆发之势，相
应的手串、佩饰也迎来大发展。“我也喜
欢盘串，不过像这种香料做的还是第一次
见。这弄一串挂身上，是不是连香水都省
了。”现场，一位市民盘摸许久后，爱不
释手地说。

这位市民所言非虚，历史上中国古代

无论男女都有随身佩戴香囊、香饰，携带
香料的传统。中国传统的衣冠疗法就是用
穿的衣服、鞋袜、帽子、兜肚、项圈等饰
物把药物带在身上,通过皮肤吸收而发挥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其中，香珠、香
牌随身佩戴，既可以起到装饰作用，所使
用中草药又具有驱虫防疫、安神助眠、净
化空气等作用，为居家旅行必备之物。

该非遗项目取源于古医典籍，取法于
古法制作，取料于古道本草，取信于故土
乡民。现场展品中，一种伤力草香珠串独
具特色。虞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王富杰说：“伤力草气味类似佩兰，
它特殊的香味可以调和心情，疏肝理气，
驱逐浊气。非物质文化遗产刘氏传统本草
佩香制作技艺立足伊尹故里的地方文化，
挖掘伊尹择香草佩戴身上驱蚊驱邪、养生
防病的历史文化，传承佩香养生的自然养
生方式，根据自家非遗古方，把有‘商丘
仙草’美誉的伤力草作为佩香制作的本土
材料，经过十多个工序，制作成手串，打
造只有商丘才有的独特芳香，香味可保留
数十年。”

本草雅韵回味长 非遗香珠质如玉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2016年，我在《奔流》杂志第八期
发表的诗论中，曾经提出纯诗的三境
界：“木、火、炭。”“木是大自然的造
化，是最原始的最纯净的诗心”；“木燃
成火是来自灵魂的自燃”，“蓄着激越情
感和烤灼的精神力量”；“木头的至高境
界不是火，而是炭”，“炭的灵魂永远是
不会熄灭的火”。这就是说，纯诗从原生
态 （木） 开始，经过诗学的精神力量
（火）的淬炼，从而达到幻象（炭）的诗
学境界。

最近，我又写了两篇试图达到学术
性高度的诗论——《纯诗境界论》 和
《纯诗境界再论》，分别在河南省文联主
办主管的文艺评论杂志《南腔北调》今
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发表。《纯诗境界
论》 从诗学实践的角度，在原生态自
然、人性和精神生命三个方面论述纯诗
及其境界，并具体分析了近期的热搜作
品。比如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
睡你》，为什么受到一些读者的热捧而又
受到一些读者的唾弃呢？就在于作者大
胆而直接写人性给诗坛刮来一股清新的
风，所以为人们所赞叹，而又因为没有
追寻到纯诗的至高境界则让人们所惋惜
乃至所诟病。热捧者和诟病者都有自己
的道理，只是他们评判作品的角度和层
次不同而已。《纯诗境界再论》从诗学理
论的角度论述纯诗及其境界，主要论述
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纯诗境界的神秘性
指向：隐秘和无限；纯诗境界的灵魂表
达：诗学力量的根源；纯诗境界的时空
拓展：境域、新的复合体以及在此意义
上的境界追寻。这些论述结合心理学、
哲学和跨界学科的科研成果，试图从深
层次探讨纯诗的诗学理论问题，通过理
论的深度认知拓展诗学的研究思路和深
化诗学议题。

那么，研究纯诗及其境界有什么意
义呢？或者说，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新诗
的发展会有什么作用呢？

讨论纯诗及其境界的意义，我想不
应该脱离对于诗的本身的认识，就是
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弄清楚诗学的本性
是什么？接着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诗

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复杂多变的，诗的天敌，就是说非诗
的东西会经常性的干扰诗，企图改变诗的本性。我们有责任阻
止非诗对于诗学的干扰。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古代，中国的和外国的很多著
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诗的认知往往不是从诗的本性开
始，而是给予附加非诗的东西，诸如伦理道德和说教，要把诗
变成自己的实用工具，这是目的论。著名生命诗学家于赓虞在
一百年前发表过一篇诗论《孔丘与亚里士多德论诗的比较》，
他认为，“孔丘的诗论，支配中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有两千多
年”。而孔丘的诗论其实就是“诗教”，“孔丘对诗的误解，就
在他的功利观念太重，只讲诗的价值，而不论诗之是非。将诗
当作一种政教的工具，其流弊，不但使读者向诗里求道求教，
失去其欣赏艺术正当的态度，而且使作者的灵情亦窒灭于道与
教中，失去其艺术表现正当的精神”。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对
于诗，也是一位目的论者，他就代表道德观念很重的希腊民
族，将诗之动机估作道德的价值，结果说诗是教训的，而诗人
就是一位教师”。而真正的诗人却在不断探求诗的本性，比如
提出纯诗概念的后期象征派大师瓦莱里。他的纯诗概念主要包
含这样两个意思，一是感觉，二是幻象。诗的感觉是第一位
的，诗人不受各样的“诗教”的影响，从直觉出发，寻找诗的
意境。幻象既是诗的形态，又是诗的本质，它纯粹而深邃地蕴
藏着诗的意境。从浪漫主义诗学以来，诗，在其本性的认知和
发展中，诗人们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中国的新诗也是如
此，从开创到成熟，以诗的本性为根本，创造了很多富含美学
的广为读者喜爱的优秀诗作，诸如戴望舒的《雨巷》和徐志摩
的《再别康桥》。

当然，纯诗并不是以纯为目的，“纯”只是起点，境界的
追寻才是创作的升华。我们熟知的西方现代派诗人三巨头的代
表作品，艾略特的《荒原》、瓦莱里的《海滨墓园》和里尔克的
《杜伊诺哀歌》分别创造了“荒原”“海滨墓园”和“天使”这些巨大
的诗学幻象，使作品达到了人的精神生命追寻的至高境界。我
国新诗潮之后的诗人海子和顾城都站在中国新诗至高点，创造
了巨大的诗学幻象，比如海子的诸多长诗和顾城的《鬼进
城》，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高点标志。这种纯诗境界的追寻
在继续，最近张鲜明出版的以“鲜明之幻”为统领的三部诗
集，是对海子和顾城的承续和发展，纯诗境界的追寻创造了诗
人独立的诗学，可以说也成为新诗的时代性的高点标志。

由上可知，中国新诗越来越拒绝非诗的歧路，越来越靠近
诗学发展的轨道。纯诗境界的追寻，为新诗发展提供了正确的
路径。

再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非诗性的元素对于诗学的影响，
谢冕教授在他的中国新诗史研究著作《新世纪的太阳》中这样
表述，由于“意识形态的投入”，对“纯诗的否定”，“群体对
个人的取代”，“集团艺术的倡导”，诗的方向开始转变。三十
年代中后期以后，“规定艺术主流，规定创作方法，规定表现
手段，甚至规定情感基调，总之，严格规定文学和诗歌的价值
观念并约定它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规定性造成了艺术的空前
窒息”。“诗用”冷落了或赶走了“诗美”，甚至有人提倡口号
入诗，那就践踏了诗。其实，不独在中国，就是在西方，非诗
的东西也在干扰诗学的发展。据北岛介绍，美国普利策诗作奖
获得者盖瑞·施耐德说，“在诗歌的生态世界中，最大掠食者
是金钱”。扩而展之，这里的“金钱”不仅仅是拜金主义，还
有庸常和世俗的侵蚀。非诗的力量对纯诗的侵蚀还表现在意识
疾病上。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科林伍德在他的专著《艺术
原理》中说的，诗的“最危险的心理疾病——意识腐化症”。
而对于这种“意识腐化症”，他认为要靠诗人去医治，因为

“药物就是诗歌本身”。
所以我认为，研究纯诗及其境界就是从诗学的根本上拒

绝掠食者对诗的骚扰，就是医治意识腐化症的良药。因为，诗
人只有保持纯粹的诗性意识，他才能写出纯粹的诗。

从以上所谈论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又可衍生出这样两个价
值，一是通过诗学本性的学术研究强化诗学自身的抗体，增强
它的对于非诗干扰的免疫力。北岛和白洋淀诗群就是非常典型
的例子。在那个口号诗、概念诗为主流的年代，那些青年却以
自我意识为引领，以诗学精神的探索为统领，创作出了超越那
个时代的能够承续二十多年前的九叶派诗人的作品，避免了中
国新诗受非诗因素干扰过长时间。当思想解放的时候，他们的
诗学精神迅速拓展，形成了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新诗潮，使
中国新诗这艘不惧风浪的巨轮在正常的航道上行驶。二是通过
诗学本性的学术研究可以继续发展中国新诗诗学。比如新诗潮
从潜流经过激流进入到泛流时期，我国新诗形成了新的诗学即
幻象诗学，不但使新诗保持纯净的诗学状态，又使新诗诗学得
到发展和深化。

所以我想，新诗的发展要靠诗学实践和诗学理论的双重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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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我们越过古宋
河，走进黄河故道民权县孙六镇
龙门寨村。这是一个浸润着浓厚
黄河文化的村庄。沿着村内的水
泥小道一路向东，出村便是龙门
口。跨过闸边的小桥，站在黄河
故道大堤上举目南望，顿觉视野
开阔，一座 500余亩的潭坑映入
眼帘。一潭碧水波澜不惊，深不
可测，潭坑四周围着像小山一样
的土堤，围堤上栽满挺拔的钻天
杨和如烟垂柳。龙门口的东侧建
有古色古香的长廊和凉亭，凉亭
下几位年迈的村民正悠闲地拉家
常。沿着坡道走到水边，三五个
垂钓人正坐在水里搭建的平台
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浮漂。这一
切都显得宁静而安祥。这堤、这
水、这龙门口，让我们遥想起
235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季。

我们从时光的隧道穿越至清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这是
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入夏后，
黄河下游还没有进入伏汛期，连
天的雨水却下个不停，导致黄河
水连续暴涨。六月初，黄河的水
位不断上升。睢州下汛河段，水
势浩渺，“拍岸盈堤、一望汪
洋”。六月九日黎明时分，疾风
裹着暴雨倾盆而下，黄河浪头迅
速涌高，南岸睢州下汛十三堡
（今民权县孙六集一带），大堤漫
水。正在巡河的黄河东河总督兼
兵部侍郎兰第锡闻汛后，快马加
鞭赶往漫堤现场。查看险情后，
发现大溜仍走大河，分溜不过二
三分。于是，他一边向皇上奏报
漫堤险情，一边率领文武官员组
织民众抢险加固大堤。

兰第锡祖籍山西吉州（今山
西吉县），乾隆庚午科举人，历
任直隶 （今河北省） 阜平、永
清、大兴等县知县。乾隆四十三
年 （1778 年），他就任永定河道
总 督 ；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1783
年），代理河东河道总督；乾隆
五十二年 （1787年），被实授河
东河道总督，并兼兵部侍郎；
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调任
江南河道总督，直至嘉庆二年
十二月 （1798 年） 去世。在长
达二十年的治水生涯中，他为清
代乾、嘉时期黄河治理作出了重
要贡献。

六月十四日，乾隆皇帝第一
道谕旨飞马传来。乾隆帝对兰第
锡给予宽慰和安抚，并要求兰第
锡督率在工文武员弁，迅速将口
门两侧大堤进行裹护，不能让漫
口塌宽夺流，赶紧捆埽堵截。同
时，乾隆帝传谕陕西巡抚毕沅，
立即派员到河水淹没之处，详细
查勘民田庐舍，妥善抚恤，安置
灾民。兰第锡心里明白，睢州十
三堡漫水抢险已成为牵动朝廷的
大事。责任重如泰山，兰第锡身
披蓑衣，站在大堤上应急搭建的
茅棚下，主持召开了由道、厅、
汛、堡四级水官参加的抢险会
议，研究制定了一整套的漫水抢
险方案。之后，兵分两路，迅速
行动。一班人马沿河两岸逐村征
调民工和船工，购集物料（高粱
秸、树枝、芦苇、蒲草、土石）
等抢险急用物资；一班人马组织
捆埽厢护大堤进行抢险。兰第锡
身穿便衣，站在船头督率民工、
河兵、堡夫顶风冒雨昼夜不息。
经过连日奋战，将漫水两端堤坝
裹护牢固，正在进埽加高大堤、
堵截漫水。六月十八、十九、二
十日，连续三天，北风大作，暴
雨倾注，河水复又猛涨。漫口逐

渐塌宽，咆哮的洪水冲垮大堤一
里多长。大溜全注口门，正河存
水，仅有一分，形成决口。

兰第锡急速将黄河决口的严
峻局势上奏朝廷，六月二十五、
二十六日，乾隆皇帝连发两道谕
旨，一边授命年逾七十的重臣阿
桂迅速从京城启程前往督办，一
边安排两江总督书麟查勘实务结
束后赶赴堵口工地，协助兰第锡
等商办堵筑事宜。同时对堵塞决
口工程中修筑圈堤和挑水坝的选
址、合龙的时机选择、秸料的使
用和筹集等提出明确的要求。

阿桂出身于达官显贵之家，
父亲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刑部
尚书。阿桂于乾隆三年（1738年）
中举，乾隆十三年（1748年），升为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历任四
川总督，累加太子太保、武英殿
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

阿桂到任后和兰第锡等乘船
再次勘察了地形水势，制定了详
细的三项堵口措施：第一，在大
河分流处上水（今孙六镇田庄东
侧），从大堤起往东偏北方向，
修筑顶宽 8米的挑水坝，以期逼
溜归河，减少口门水流压力。于

“东西滩面圈筑斜堤，以为坝
基，于堤头盘坝进埽堵合。”第
二，从河头新筑大堤以东，在大
河内开挖引水河，将大河水流引
向东北方向，直至商丘河尾归入
旧河。第三，从坝头两端向堤南
延伸数百米围堵成人字坝，提高
口门外水位，降低口门河水流
速。为了便于抢险联络指挥和运
载堵口所用物料的船只停靠集
结，确定在十三堡大堤决口的东
侧，设立舟船停靠联络港。

农历七月十九日和七月二十
三日，乾隆皇帝又分别下两道谕
旨。一是催办十三堡堵口事宜；
二是恩准阿桂、兰第锡在大河内
开挖引水河的奏折。

开工堵口面临着两大难题：
一是民工不足。因大堤决口，致
使黄河岸边房倒屋塌不计其数，
不少民众背乡离井，远离家园，
招募民工难度很大。二是物料难
筹集。因堵口工程埽料用量巨
大，两岸料源不足，加之决口河
水阻断交通，物料难以运输。阿
桂和兰第锡派出人员到数百里外
的地方紧急招募民工、购置筹集
堵口料物，费尽千辛万苦，耗时
二十余天，终于招募民工、船工
数万人，购置木船数百只，筹集
的料物陆续运到工地。最令人感
动的是，不少民工舍弃了被河水
冲塌的房舍，失去了河水冲散的
家人，擦干了眼泪，强忍着悲
痛，毫不犹豫地来到睢州下汛十

三堡，参加抢险堵口战。
这次筑堤修坝堵口，历时四

个多月。堵口筑坝，采用了厢埽
法。船工在施工堤头外置一排捆
厢船，埽手在船头与堤头间，铺
绳索加物料就地捆埽，层层下
压，用秸秆和土石逐层加修沉至
河底，成为一个整埽，在船工的
配合下依次往前推进，当东西两
堤相距不远时盘好坝头进行合
龙。合龙期间，联络港西侧数百
只捆厢船排列开来，近千名埽
手、船工在浪奔涛涌中顽强搏
击，于当年十月十日终于挂缆合
龙。次日，大学士章佳·阿桂等
便把睢州堤工合龙之事奏报朝
廷，乾隆帝看到奏报后顿时龙颜
大悦，遂以七言律诗志慰：

兰阳引溜奠三年，
今岁时行堤复穿。
自愧治河无善策，
惟廑归壑免灾延。
重臣特遣缘心笃，
诸吏同勤勉力宣。
两盼佳音幸获一，
仍希瀛海捷音连。
从此，人们把黄河大堤决口

合龙处称为“龙门口”。这段黄
河南大堤形成一分为二的人字
坝，一脉从龙门口西侧往南经过
孙六口 （今孙六集） 转而向东，
一脉从龙门口东侧绕过道口嘴
（今孙六镇道口嘴村） 转向东
南，两堤在今孙六镇皇甫叉楼村
东合二为一后进入宁陵县境。

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清咸丰
五年 （1855 年），黄河改道北
去，这里告别了黄河咆哮奔腾的
岁月，从此安静下来。后来，流
离失所的人们来此筑寨居住，称
为“龙门寨”。黄河决堤冲蚀而
成的潭坑，称为“龙门水库”。
当时的联络港亦因陈姓族人开荒
建村，演变为陈连岗。

但是，破坏力极大的漫堤和
决口，艰难和惊险的堵塞与合
龙，留下了一种独特的大地记
忆。宽宽的挑水坝，人字型的围
水圈堤，固若金汤的龙门口，仍
带着强烈的存在感，撞击着我们
的视觉，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那
一道道堤坝，解答着我们心中的
诸多疑问，那厚重稳固的龙门口
埋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那
深深的潭水隐含着多少曲折苍凉
的传奇。

黄河在故道人心中的影响是
巨大的，也是深刻的，有伤痛的
泪水，有惨烈的记忆，有顽强的
抗争，有安澜的喜悦。黄河将其
粗犷而彪悍、刚硬而坚韧的秉
性，根植在故道茫茫的沃土下，
融入到人们的血脉里。

龙门寨往事
□ 瞿志君 卢彦林

今年年初，“豫见美食·香约商丘”商丘十大“名
吃、名厨、名菜”评选揭晓，十大“名吃”中有古城
刘家烧饼、麦仁辛家五香驴肉、陈家糟鱼、商丘特色
羊肉、商丘麻花、夏邑苏腊月 （sa）汤、老行署果木烤
鸭、贾寨豆腐干、商丘水煎包、睢县特产焦饹馇。十
大“名菜”为：豆腐乳蒸羊肉、九龙扒猪脸、明秋小
羊腿、水激馍、豫菜扒三样、酒香鲍汁肉、大有丰腐
乳虎皮扣肉、豫东葱扒羊肉、红烧黄河鲤鱼、金葱烧
猴头菇。

获评的很多都是荤菜，其中以羊肉为最，仅此一
项就有关家垛子羊肉、利民田家羊肉、柘城李凤荣蒸
羊肉、海家柘城蒸羊肉4家当选。虽然我是一个素食主
义者，但这几家的羊肉我都吃过，实话说，各有特
色。为什么吃？入乡随俗。大家都说去，你不去，或
者，你去了，却盯着他们吃，自己不吃，都不是好办
法。素食主义者和纯吃素是不画等号的。

如果论素食中的最爱，我的老伙计很多都知道我
的两大顶级爱好：豆腐干和水煮花生米，没此两样或
之一作配菜，一切荤素都寡淡无味。这次有贾寨豆腐
干当选，我觉得绝对实至名归，非常符合大众的想法。

著名作家汪曾祺是美食家，光写吃的文章就有数
十篇。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睡前总爱看一两篇。我
发现，他对豆腐非常有研究，估计应该也很爱吃。他
说，豆腐点得比较老的，为北豆腐，能用秤钩钩起
来，扛着秤杆走几十里路。点得较嫩的是南豆腐，再
嫩即为豆腐脑，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
豆腐”和四川的豆花。

其实，如果早上喝豆腐脑或豆粥，中午吃豆腐干
拌花生米，晚上来碗豆花，我觉得自己能连吃三个月
而不厌倦。为何？要穿还是粗布衣，要吃还是家常
菜，清淡、简单又可口的美食，就会有经得起时间考
验的韧性。当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论起人对美
食的欲望，那真可以说是“万千人等皆不同”。

豆腐压紧成型，是豆腐干。有的豆腐干压得不紧
实，松散，一拌葱段就不成型，口味就差得多了。贾
寨的豆腐干，酱油色比较重，一般都是四四方方的，
压得比较紧实，一排排经真空包装后，排得更密。这
种豆腐干用刀切成薄片，大葱段一拌，浇上纯正芝麻
香油，味道棒极了。

卷在白布层中压成大张的薄片，是豆腐片。压得
紧而且更薄的，叫千张。虞城谷熟、站集那一片，有
一种卷在白布层中压成的相对圆润的白豆腐干，比贾
寨的豆腐干松一些，一般早集有卖，还比较抢手。这
种豆腐干我吃过，豆香味明显，口感也不错。但它没
有进入十大“名吃”，估计它始终是小作坊制作，不能
量产，影响力相对小些。

豆腐的N种吃法
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

航拍下的民权县孙六镇龙门寨潭坑。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6月15日，夏邑县城关镇老年文化艺术团在滨湖公园
举行戏曲大家唱活动。戏曲爱好者纷纷亮出拿手好戏，让
老人们过足了戏瘾。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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