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025年6月17日 星期二
专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吴雯 校对：熊健兵 电话：0579-85381008 33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近日，我市第九届
“快乐音符”青少年民族器乐比
赛启动报名。

本次赛事由市文广旅体局
主办，市文化馆、市艺术培训协
会承办。参赛对象为年龄7—15
周岁、接受过民族器乐基础培
训、有一定演奏能力的青少年。
比赛组别设有儿童A组、儿童B

组以及少年组，各年龄段比赛分
弦乐、弹拨、管乐三个类别。

该比赛的报名截止时间为
7 月 11 日，报名方式分别为个
人报名和全市各镇（街道）文化
站、艺术培训机构推荐报名。大
赛按各组别分别设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优秀奖、优秀组
织奖若干。据悉，优秀选手还将
择优选送参加上级民族器乐比
赛或优秀节目展演。

青少年朋友们
“快乐音符”等你来奏响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 近日，由义乌市新
四军研究会、义乌市作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80周年征稿活动启动。

此次征稿活动以“八秩烽
烟未远 山河永记英魂”为主
题，通过文学作品，聚焦义乌与
义乌相关的抗战历史，展现义
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争
的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情怀。作
品要求以纪实文学为主，深入
挖掘与义乌有关联的抗战的人

与事。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
金 3000 元；二等奖 3 名，奖金
1000 元；三等奖 5 名，奖金 500
元；优秀奖、组织奖若干名，颁
发证书、红色文化推广先进单
位牌匾。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作为浙江抗战的
重要阵地，义乌大地上曾涌现
出无数铁骨铮铮的英雄儿女，
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保家卫国
的钢铁长城，留下一段段气壮
山河的英勇事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80周年征稿活动启动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本报讯 6月14日，“YC健
身杯”2025年华东区健身健美
联赛暨义乌市第二届健身健美
锦标赛在我市绿地朝阳门开
赛。来自华东地区的 130 多名
参赛者汇聚一堂，诠释健身健
美运动的魅力。

本次比赛由义乌市体育总
会主办，义乌市健身健美协会
承办。比赛分为男子健体、女子
比基尼、男子古典健美、男子传
统健美等34个组别角逐。与上

届相比，本次比赛新增了体育
模特组的比拼。

赛场上，参赛选手们以雕
塑般的肌肉线条和昂扬的精神
状态，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
平的健身健美视觉盛宴。此次
赛事打破了专业赛事与普通市
民间的壁垒，在繁华商圈点燃
了市民的运动热情，推动全民
健身深入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市拥有健
身健美俱乐部 360 多家，从业
人员超3000人，常年在健身房
锻炼的义乌市民超过20万人。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何国华

本报讯 近日，稠州戏曲大
舞台热闹非凡，60余名中老年
越剧学员轮番登台亮相，表演
拿手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据了解，义乌市慈善总会
第四届“善行孝义”公益创投

“越韵芬芳暖夕阳”尊老爱老志
愿服务项目，在怡乐新村、福田
街道宗宅社区、城西街道井头

徐村开设了3个越剧公益培训
班。本次参加汇演的60余名中
老年学员就来自这 3 个培训
班。这场展演，既是一次公益培
训成果的集中展示，更展现了
中老年人积极生活、爱好文艺
的精神面貌。

据悉，该公益项目自去年
实施以来，共开展越剧培训72
次，惠及7200人次，相继教授了

《五女拜寿·前拜寿》《梁祝·十
八相送》等15出名家名段。

60余名越剧学员
登上稠州戏曲大舞台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近日，“骆宾王文
化与创意义乌”沙龙暨帝京赋
杯“義乌鹅”义乌文化主题 IP
形象设计大赛评审结果发布活
动，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由义乌市创意产
业协会主办，吸引来自文化艺
术、设计与产业领域的专家学
者、企业家和高校师生代表50
余人参加。

在“骆宾王文化之我见”环

节，文化学者们通过精彩的诗
文赏读、翔实的历史剖析、生动
的故事描述等形式，为现场观
众献上了一场骆宾王文化的盛
宴。在“義乌鹅文化与创意义
乌”环节，专家们先后从文化、
艺术、设计、品牌、法律与产业
等领域，畅谈了对义乌鹅IP产
业化等方面的见解。现场嘉宾
热情互动，鹅品牌相关企业负
责人携新产品到现场交流。据
悉，活动期间，IP 形象设计大
赛评审结果正式发布。

“骆宾王文化与创意义乌”
主题沙龙举办

一把锁，不仅是为了保护家中
珍贵的物件，还寄予着家家户户对
生活的期望。孩童挂一个长命锁，愿
岁岁平安到老；女人出嫁时挂一个
锁，寓意锁住爱情、早得贵子、一世
安稳。“现场有许多老藏家精心收藏
的银锁，各银锁的品类、样式、寓意
都不同，各有千秋。”义乌老物件收
藏者毛剑清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在1949年之前生
产的银器，被统称为“老银器”，收藏
界简称为“老银”，是以前的人们使
用或佩戴后留存下来的古董银饰
品。现场，一块清代的鎏金人物典故
锁片格外吸睛。细细观察，记者发现
这块锁片周身泛着金光，中间雕刻
出的人物或微笑着腾云驾雾，或坐
着麒麟飞往前方，周边围绕着祥云、
如意等纹饰，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物
故事场景呈现眼前。不远处，一块明
代的三国人物典故锁同样生动鲜
活，其呈现了三国时期人物骑马战
斗的场景，每个人物所刻画的表情
不同，肢体表现不同，但都展现出了
骁勇善战的精气神。

“锁上的人物典故虽然不同，但
其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妙。”毛剑清表
示，这些老银锁中的场景大多使用
高浮雕工艺刻画。据了解，高浮雕是
指所雕刻的图案花纹高凸出底面的
刻法，是一种下刀较深的平面阳刻。

通过观察，记者发现还有几块
老银锁使用了高浮雕刻法。一块来
自清代的驱邪降福锁表面不仅刻画
了人物、花朵等吉祥纹饰，还用高浮
雕工艺刻画了“驱邪降福”等文字；
一块出自清代的金玉满堂人物锁也

不例外，以高浮雕刻画的“金玉满堂”
四个字下面还搭配了西游记里唐僧师
徒取经的场景。有趣的是，有两块来自
清代的麒麟送子锁，锁上均刻画出了
一个人物骑着麒麟，在许多人护送下
腾云驾雾送子的场景，格外喜庆。

“这些老银锁胎体厚重，雕刻精
致，价值较高。我们猜测其功能并不适
于佩戴在脖颈上，反而可能会在寿宴、
满月宴及婚宴等场合以礼相送，表达
诚挚的祝愿。”毛剑清表示，银锁在古
代的价值可想而知。

“像这把小而精的人物锁也很不
错，别看它小，每个细节都有讲究。”站
在一把明代人物锁前，义乌收藏品市
场经营户朱志坚惊叹道。他数了数锁
上刻画的人物竟有几十人，每个人物
表情不同，却互有联系，或下棋，或看
书，或嬉戏。这些生动的场景汇聚在一
把小小的银锁表面，当年匠人的手艺
之精令人赞叹。

老银锁除了拿来锁住珍贵物品等
实用功能外，古人也爱佩戴银锁。戴银
锁或寄托了美好愿望，或是消灾辟邪
的象征，不同样式的银锁更展现出当
地的民俗特色。比如，出自清代的义乌
佛堂款刘海戏金蟾八卦锁展现了当年
佛堂的银锁风格，而出自民国时期的
兰溪款东方朔偷桃锁则展现了当年兰
溪的银锁风格。

鸳鸯锁呈现了一对鸳鸯面对面
相拥的场景；八仙人物锁将八位仙人
刻画其中，寓意吉祥；天官赐福锁则
生动地将天官赐福的美妙场景刻画
在锁上……一件件精巧且便于佩戴
的老银锁，历经沧桑，却依然闪耀着
独特的光芒。

寄情于“锁”，锁以铭心
130余名健身健美精英
同台竞技

选手们展现出力与美。

﹃
银
辉
﹄
映
岁
月
﹃
银
采
﹄
藏
市
井

一器一世界，一银一千秋。
无论是孩童呱呱坠地后佩戴的

“小孩帽”和银手镯，还是成长
中寓意吉祥的精致银锁，老银
器始终是华夏文明温润的叙事
者。它们以錾刻的纹样镂刻时
光，用淬火的工艺凝固信仰，将
驱邪纳福的祈愿、金玉满堂的
期许化作老银器的弧度，赋予
生命庄重的仪式感。

连日来，“银采飞扬”老银
器展在义乌收藏品市场观止厅
开展。为了让大众尽览古代老
银器的真容，许多义乌资深的
老物件收藏者精心挑选出 80
余件雅俗共赏、品类丰富的老
银器进行展出。那么，这些老银
器里流淌着怎样的故事？流转
千年的器物又呈现出怎样的市
井烟火？记者深入现场，与老银
器对望，与老物件收藏者对话，
在雅与俗的交织中，探访中国
人独有的生命美学。

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在古代，家境较好的家庭，会在
孩子的成长历程中准备花花绿绿的
满月帽、周岁帽、公子帽等。帽子形

态各异，寓意不同，但都会以银
质、美玉或翠珠等材料制作配
饰，展现出长辈对晚辈浓浓的
关爱之意。

毛剑清在众多银工收藏
中，选取了一些古代的帽子进
行展出。这些帽子由锦布绣制

而成，华丽精美。“这是满月帽，
我们俗称‘强盗帽’，旁边这个是
小孩冬天戴的‘狗头帽’。”说起这
些宝贝，毛剑清幽默地介绍，细看
其中一款“狗头帽”，帽型神似狗头
形状，帽圈装饰着精雕细琢的银
饰。孩子佩戴此帽，不仅能起到遮
风保暖的作用，还兼有平安祈福、
祛病驱邪的意义。

据毛剑清介绍，旧时童帽制作
繁复，多根据孩童的性别、年龄、生
辰八字、岁时节令及家境的变化，设
计制作各种童帽。其中，来自清代的
点翠多宝八仙公子帽格外显眼，帽
子上“八仙过海”的银帽花，雕刻得
精美绝伦、栩栩如生，帽身还镶嵌了
各种翠珠、玉器等装饰。“这‘八仙过

海’刻画的八个仙人，俗称
银老头。”毛剑清表示，
一些富贵人家甚至还
会为这些银饰镀金，

以彰显自己对孩子的
重视。

“古人非常注重仪式感。如此精
美的公子帽也不会天天给孩子戴，
大多只会在长辈寿宴、外出做客、喜
宴等场合，让孩子戴个公子帽，以示

尊重与祝愿。”毛剑清如是说。他还介
绍，许多公子帽的帽花上通常会装饰

“人物”“文字”“花鸟动物”等图案，代
表着不同的吉祥寓意。据悉，这种帽子
的传世量不少，但品相完美的并不多，
而且这种帽子的帽正、帽后饰、帽花等
配件比较多，能完整保存至今而不残
缺的更是少见。

同时，义乌老物件收藏者“青衫旧
客”收藏的一顶清代的八仙公子帽也
一并展出。此公子帽色彩明艳华丽，

“八仙过海”银饰与五颜六色的刺绣纹
饰相结合，显得很高档。值得一提的
是，“青衫旧客”还展出了一顶清代的
八仙状元帽。在古代，每当学子金榜题
名时，便会荣获一顶状元帽，象征着荣
誉与成功。状元帽与公子帽有何区别？
记者发现，这顶八仙状元帽同样装饰
着“八仙过海”等八个银饰人物，但不
同的是，状元帽以红、黑两色为主，红
色象征着状元及第的喜庆，黑色凸显
皮质本色；此外，状元帽侧面延伸出象
征“官帽展翅”的装饰性翅片，直观展
示出了“状元”的地位。

在如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老
银锁、公子帽等老物件逐渐淡出我们
的视野。但此次展出的老物件犹如时
光的信使，用最传统的方式传达着“以
物寄情”的东方智慧。当一顶顶童帽在
展柜中光华流转，当一把把银锁在岁
月里沉淀故事，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
银饰的肌理，更是一个民族对生命最
朴素的期许。

银器不语，却将千年光阴淬炼成
永恒的祝福。在雅与俗的交响中，传统
美学正如银光般熠熠生辉、生生不息。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寄望于“帽”，帽以承志

清代八仙公子帽

清代嵌白玉福寿长春锁

清代佛堂特色公子帽

满月帽

清代八仙状元帽

明代人物锁

清代麒麟送子锁

明代三国人物典故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