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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龄段学习热潮

本报讯“谢谢你们！真的太感谢
你们了。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这
20万元肯定找不回来。”失而复得的金
老先生激动地握住宜兴城市公交驾驶
员杭智源的手再三感谢。面对老人，有
着37年工龄的杭智源有些羞涩，表示
这都是应该做的。“我们公交司机经常
遇到乘客丢东西的事，不过这次的金额
比较大，我们发现的时候觉得失主肯定
急坏了，就第一时间想办法物归原主。”

“天啊，这么多现金！”2月19日下
午1点多，刚刚结束营运到达场站休
息的宜兴14路公交驾驶员杭智源在
打扫车厢卫生时，发现一个被遗忘在
座位上的手提袋，里面装满了成沓的
现金。没有任何犹豫，杭师傅立即将
手提袋送到城中公交场站的办公室。
经管理人员清点，袋中共计有现金20
万元整，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失主的信
息。管理人员寻找线索，初步掌握了
失主的体貌特征。不久后，一个面色
焦急的老人匆匆赶到城中公交场站。

“我在南塘圩站上的车，在金三角站下
的车。”他告诉管理人员，下车时把装
有20万元的手提包忘在14路公交车

上。根据老人的描述及掌握的线索，
管理人员确定了老人就是失主。

“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真是
遇到好心人了！”接过失而复得的现金
后，老人激动万分地告诉管理人员，这
是他十多年来攒下来的积蓄，本来是准
备去银行存钱，没想到路上会发生这样
的意外，整个人都快急疯了。金老先生
握着杭智源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随

后，考虑到老人心情起伏，为了老人的
安全，分公司管理人员还特意开车将
他送到了银行存好钱才离去。

（毛岑岑/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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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正当红

“每种乐器都有不同的特性，会
影响受众的选择。”许女士介绍，比如
古筝，弦是定弦，幼儿园的小朋友也
可以弹，但是笛子需要吹，小朋友年
龄小吹不动，就学不了。再比如二胡
需要按弦，有的小朋友觉得手痛，也
学不了。

市民黄女士的女儿已经学古筝3

年。这两年，她身边陆续有不少朋友
的孩子都选择了古筝。她认为，中式
传统乐器的兴起，不仅给人们提供了
更多选择，也让人们更多地去思考学
习音乐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不再是
盲目跟风。“对于我来说，女儿是自愿
学习古筝的，我乐见其成，也希望她
在练琴的过程中锻炼专注力、欣赏力

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唐女士则认为学习古琴是一种

心态，它能让人沉稳、静下来，给人更
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细腻的内心世
界，“我把学习古琴当成一种生活方
式，而不仅仅是学一门技能。”

（晚报记者 张颖/文 受访者供
图）

昨天，作为春节新晋网
红摊位，惠山古镇西神广场
上的“卖货郎”小摊被不少游
客围着，花灯、风筝、油纸伞、
龙头帽……琳琅满目的小玩
意单价10元到50元不等，
在春节假期有 3 万元的营
收。据了解，无锡各景区的
场景消费越发活跃，类似的
二次消费案例也比比皆是。
整个春节假期，鼋头渚、惠山
古镇、梅园等景区二消收入
达1521万元。

“进入景区，有多种交通
方式，如小黄车、大巴车、步
行，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鼋头渚景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部分游客喜欢坐小巧可
爱的游览小黄车，停车点位
多也方便，一圈下来几乎将
整个景区最好的风景收入眼
中。“坐游览车可以省很多时
间和精力，可以去更多的景
点。”从安徽来无锡过节的
李先生说。据了解，整个春
节假期，鼋头渚仅游览小黄
车的收入就超过了200万。

“我想看看那个‘卖货
郎’的小摊，请问在哪里？”昨
天上午，一位游客刚进入景
区大门就找工作人员询问。
这位来自上海的游客说，他
在抖音上刷到了这个卖货郎
小摊的视频，觉得特别有意
思，有种去古代逛长安市集
的感觉。惠山古镇企划营销
部经理陆敏表示，这是景区
首次尝试，场景的设计主要
是让游客体验一把“卖货郎”
的感觉，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传统市集一直是游客
“逛吃”的标配。惠山古镇西
神广场“游龙会”年货市集，
非遗编织、古风发饰、毛线钩
织等传统手艺摊位众多，展
示了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 ，春 节 假 期 内 营 收 达
120.98万元。

在二消单品中，盖章册
子的销售成绩非常亮眼。“长
长的卷轴，一次便可将所有
的印章盖满。”“卷轴比本子
更具仪式感，拿回去收藏更
棒。”“很有无锡地域特色，拿
回去送人也很不错。”……惠
山古镇的漪澜堂和惠山福礼
店内，游客们围着店内长桌
热烈议论着。据悉，漪澜堂
产品较往年更为丰富，增加
了网红打卡项目，引流效果
明 显 ，单 店 营 收 增 幅 达
469%。

（璎珞）

景区春节
二次消费活跃

一曲民乐动人心弦

“千年古琴”在年轻人中正流行
古朴的乐声缓缓“流动”，直叫人把

浮躁的心随之沉静。随着国潮之风兴
起，不少民族乐器也逐渐受青睐。走进
无锡街头的各式琴行就能发现，喜欢中
式传统乐器的市民还真不少，相关乐器
的学习热度也悄然上升。

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和子期的
故事令无数人动容。如今，随着传统
文化热的出现，已有千年历史的古琴
在锡城年轻人中流行。

“从最基本的指法到一首首完整
的曲子，我每天都练古琴。”市民唐女
士接触古琴一年多了，她原本只是拍
摄汉服写真时接触过古琴，突然就对
它有了兴趣。“在‘悦己悦人’中修身
养性，提升文化素养。是一门艺术
性、文化性极高的乐器。”

在民丰路的天韵山房古琴传习
工作室，聚集了一批喜爱古琴，被其
典雅的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
吸引的市民。“与十年前比，学习古琴
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工作室创始人
孙弋介绍，近几年，影视作品中频繁
出现古琴的身影，因此接触古琴的人
也日渐增多。孙弋是资深的古琴文
化传播者，多年来，许多古琴爱好者

慕名而来学琴。这当中，有小到5岁
的小朋友，也有大到75岁的老者。

不仅是古琴，随着国风热，琵琶、
古筝、笛子、二胡等民族乐器也受到欢
迎。在琵琶老师许洁工作的琴行里，
学民族乐器的学生比去年稳中有升。
她曾遇到一位小朋友，原本想学钢琴，
看到琴行里琵琶的弹奏小视频后，选
择了学琵琶。

跟着网络大神自学

“目前，在西洋乐器里学钢琴的最
多，在民族乐器里学古筝的最多。”许
洁说，琴行里还有一小部分人选择学
琵琶、二胡等乐器。这和近年来“国风
国潮”的兴起以及中小学教育对传统
文化的推崇有关。“孩子们接触得多，
潜移默化就产生了学习的兴趣。”

除了小朋友，很多琴行也招收成

年学生，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学乐
器需要长期的投入，退休后，老年人
有时间、有条件学习一门乐器。”

“好的老师不缺学生，但不少学
生都缺老师。”许洁说，在她工作的琴
行，古筝老师的学生数量一直都呈饱
和状态。而扬琴、二胡因为缺少好的
老师，被归属为冷门乐器。

古琴爱好者唐女士表示，自己
的古琴是在淘宝上购买的，当时赠
送了免费的学习课程，后来还跟着
抖音、哔哩哔哩等网站上的直播和
视频学习。不仅是古琴，竹笛、洞箫
等乐器也能在网上找到教学视频，
她有个朋友跟着视频学了竹笛，现
在吹得有模有样了。

学琴亦是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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