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晚报记者 何小兵）宜
兴市区升溪河南岸的全国首个苏
东坡主题书店即将撩开面纱，这也
是宜兴打造系列东坡文化驿站之
荆溪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宜兴分公司副总经理陈阳向
记者证实，目前已经采购到包括林
语堂著《苏东坡传》、中华书局出版
的《苏轼年谱》等500多种苏东坡
主题图书，书店内部装修正紧锣密
鼓进行中。

“宜兴系列东坡文化驿站荆溪
站名称来源于苏东坡的《楚颂帖》，
其中有‘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
溪，意思豁然’的句子。与苏东坡
主题书店同处升溪河南岸、比邻而
筑的楚颂亭已经落成并投入使
用。”阳羡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宜兴
市社科联特聘研究员宗伟方介绍，

“《楚颂帖》很有名，全文96字，讲
述了苏东坡被贬黄州，后遇赦而赴
汝州，又蒙恩放归阳羡（今宜兴），
在阳羡买田种橘之事。明代宜兴
人徐溥官至首辅，华盖殿大学士，
以此为蓝本摹刻上石，至今保留在
宜兴洑溪河畔的一处老宅的墙上，
如今见到的《楚颂帖》的众多版本，
皆以宜兴版本为范本。”

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与眉州、杭
州、黄州、儋州、常州及宜兴有着紧
密关联，给宜兴留下了极其宝贵的
文化财富。宗伟方说，苏东坡的
《阳羡帖》也很有名，苏东坡在手札
中提及宜兴买田置业事宜，包括买
田和置业两部分，买田有许墓山下
和阳羡深山中两个方位指代，置业
即买宅，苏东坡明确了买宅宜兴大
溪边这个位置和环境。

眼下，宜兴市委宣传部牵头组
织实施打造系列东坡文化驿站，在

荆溪站之外，还有蜀山东坡书院、张
渚镇黄墅自然村、闸口海棠园、善卷
洞、湖 老街单家巷等关联地点。
近年来，蜀山东坡书院、阳羡溪山东
坡阁等地点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其中，阳羡湖畔的东坡阁是以宋代
风格为特色的阁楼建筑，建筑群的
空间意象取意宋画。东坡阁内的东
坡居士塑像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
秀棠创作，体现了苏东坡“竹杖芒鞋
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乐观旷达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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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0日，无锡
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举办宏
观经济形势监测分析研讨会
暨“锡研讲堂”启动仪式。此
次会议主要围绕国内外宏观
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希望能借
此机会，提高研究中心新型智
库建设水平，“以研辅政”，助
力无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签约仪式环节，市发展
改革研究中心分别与普华永
道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
中心、无锡市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等四
家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会议邀请了江苏省战略
与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所所长韩磊作“宏观经济分
析基本原理及当前形势研判”
的专题授课。

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将
进一步提升发改系统服务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
平。下阶段，无锡市发展改革
研究中心将以“锡研讲堂”为
纽带，紧扣时代使命，聚焦发
展改革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以讲促学、以学促干，切实将
讲堂上的学习成果转化为解
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
措，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努力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昂
扬奋进、贡献力量。

（孙暐）

本报讯 近日，无锡市120
急救网络胡埭分站试运行，为
锡西片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加
筑了一道有力防线。现在起
至7月31日，急救网络胡埭分
站是白天运行，8月1日起全
天24小时运行。

据悉，救护车内安装有
急救箱、呼吸机、除颤仪、血
氧脉搏监护仪、移动式担架
床等专业医疗设备，各类应
急药品一应俱全，能切实满
足辖区内危急重症患者的抢
救需求。站内现有三个急救
小组轮班值守，以确保收到
指令后能够第一时间为居民
提供专业、高效、安全的急救
服务。120急救网络胡埭分
站的投入使用，将有效缩短
急救服务半径，进一步完善
无锡市院前急救网络，提升
锡西片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救援的能力。

（小于）

“锡研讲堂”启动

120急救网络
胡埭分站试运行

据张权调研，“花鸟字”面临“失
传”的境地，全国从艺者不足2000
人，技艺纯熟者不足500人，90后从
艺者不足20人，这一数据深深地刺

痛了他。难道只能在集市摊位上看
到“花鸟字”吗？是不是能有更多的
应用场景，让大家来了解它，喜欢
它？张权思考后开始慢慢做了新的

尝试，将“花鸟字”艺术与文创产品
相结合，绘制出“花鸟字”团扇、装饰
画、手提袋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融入
现代元素，迎合更多年轻人的审美。

他稍有空闲就前往无锡各个
景区及商业集市展示、售卖他的

“花鸟字”文创作品。采访中，张权
展示了他近期的作品《青绿花鸟字
——无锡风光》。随着牛皮纸缓缓
展开，拈花湾里跳舞的姑娘、鼋头
渚飞翔的红嘴鸥，都被活灵活现地
融入字体当中，和传统“花鸟字”艳
丽浓郁的风格不同，这幅作品青绿
色的配色十分淡雅，别具一格。“传
统‘花鸟字’作品色彩浓艳，我想要
改变和创新，融入更多现代风格，
让更多人喜欢上这项艺术。毕竟
创新才是对艺术最好的传承。”

（毛岑岑/文 受访者供图）

打造系列东坡文化驿站

苏东坡主题书店现身宜兴

张权：“花鸟字”高手的坚持
“‘花鸟字’的历史有多久了？”“这到底是画还是字呀？”“老师，你学这个

有多久了？”在万欣社区的公益课堂上，孩子们对张权带来的“花鸟字”作品十
分好奇，一幅幅色彩艳丽、字中有画的艺术作品让孩子们沉浸其中。从12岁
开始，张权和“花鸟字”这项艺术结缘，坚持至今并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

1999年出生的张权毕业不久
就成了一名社会公益机构的老
师，活跃于各种公益课堂之中，书
法、国画都不在话下，但他最钟情
的 还 是 12 岁 接 触 到 的“ 花 鸟
字”。“我记得是在一个晚霞灿烂
的傍晚。”回忆起和“花鸟字”结缘
的那天，张权依旧记忆犹新：还是
孩子的他在集市上见到了一位衣
着朴素的老者，正娴熟地在纸间
蘸墨勾勒，不一会儿，一幅“画中
藏字”的作品五彩缤纷地呈现在
眼前。一花一鸟相映成趣、山水

竹林刹那而现，他看得目瞪口呆，
惊叹不已，心生热爱，可当时2元
钱一幅的字画他却买不起，只记
住它那美丽的名字——“花鸟
字”。自此，“花鸟字”这三个字被
张权刻在了心里，他认为这是世
界上所有艺术中最美的名字。可
不可以像老先生那样创作出属于
自己的“花鸟字”作品呢？年幼的
他决心试一试。没有专业的纸
笔，他就尝试用油画棒在练习本
上画，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用枝干
在土地上画，手指不止一次磨出

血泡，但为了心中的理想，他坚持
下来了。一路走来虽十分艰辛，
但他从未放弃对“花鸟字”的执
着，也在学校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2021年7月17日，他带领11
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徐州市睢宁
县桃园镇金庄村，进行了长达数
十天的墙绘工作。他除了用墙绘
的形式绘制“花鸟字”艺术外，还
将“花鸟字”的起源、历史、现状等
都画在了那一面白墙之上，让更
多的人认识、了解甚至喜爱这项
民间艺术。

少年结缘，十多年坚持学习

尝试创新，以文创打开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