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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青睐传统手工制作
元宵将至，
哪儿有好吃的汤圆？

本报讯 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没完全散
去，市民们又迎来正月十五元宵节。昨天，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在这个充满团圆意义的
佳节来临之前，一些糕团店的纯手工汤圆成
为时下热销品。

“凌晨4点钟就起床做汤圆了，还没到
中午就几乎售罄。”昨天，无锡有名的特优食
品作坊小敏糕团负责人曹小敏，正在门店忙
着招待前来购买糕团的顾客。她告诉记者，
从昨天开始，订单和到店购买汤圆的顾客就
一下子多了起来。当天准备的约7000余只
汤圆几乎几个小时内被选购一空。尤其是
朝阳农贸市场店，当天销售量近7成来自这
里，许多市民在买菜的同时，特意来到店里，
即使排队也要买上几袋汤圆带回去。不少
市民表示，担心临近元宵节买不到手工汤
圆，所以提前多买一些带回去和家人、亲朋
分享。

“纯手工的口感更好些”，记者了解到，
之所以不少市民青睐手工汤圆，图的是过节
氛围和寻找小时候的感觉。市民何先生表
示，随着传统元宵佳节来临，一些坚持传统
手艺的糕团作坊推出手工自制汤圆，颇受欢
迎。他同时表示，也只有在节日期间才能买
到它们，况且这种汤圆有嚼劲，适合年轻人。

“这些是抹茶口味的，旁边那些是紫薯
口味的，另外还有芋泥……”阳山如意村糕
团是一家新晋网红糕团店，负责人俞梦甜是
一位85后姑娘。她告诉记者，她今年尝试
创新，主打个性化订制和纯手工多种口味汤
圆，抱着试试的心态，她在朋友圈发了个动
态，没想到好评如潮。“这几天，每天都有好
多不熟悉的顾客主动来加我微信，订制汤
团。”俞梦甜表示，如今随着时代发展，传统
糕团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她感到很可惜。辞
职创业她选择了传承无锡本地糕团文化，创
办了具有古典文化底蕴的店铺如意村后，另
辟蹊径，赋予糕团年轻人喜欢的元素，让文
创糕点出圈。

据了解，今年市民在汤团口味选择上，
老年人更习惯购买芝麻馅、花生馅传统口
味，青年人更喜欢抹茶或者可可粉等新口
味。 （黄振/文、摄）

江南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博导沈雷教授组织团队参与了
冬奥会制服装备设计，还捧回了
大奖。“能为冬奥会出份力，很开
心！”参与设计的江南大学艺术设
计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学生许
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心道。

服装是冬奥会整体视觉的重
要组成部分，代表的是国家形
象。沈雷介绍，两年前冬奥组委
会就在全国广邀最好的专业设计
师和专业设计单位，完成制服装
备设计这一重要任务。他说：“当
时冬奥组委向全国200多所时装
院校、200多位重点设计师以及
全世界20多个时尚机构发出邀
请，对提交上来的设计作品进行
多轮筛选，整合各类元素后再集
体深化完善。江南大学参与设计

的数量、选用的设计元素和设计
配合度等，获得了‘杰出贡献
奖’。全国一共就颁了5个‘杰出
贡献奖’，很不容易。”他说。

沈雷曾设计过2008年北京
奥运会颁奖礼服并获奖。2020年
受邀参与冬奥会制服设计，他所在
的学院组织师生全力以赴开展设
计创作。王宏付教授、崔荣荣教
授、吴艳副教授、唐颖副教授等积
极指挥推动，组织研究生、本科生
许晗、金倩、贾鸿英、江润湉、张婧
楠等组成多个小组，对冬奥元素和
设计理念做了全方位的演绎。

这么重大项目的设计，对这
群师生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沈雷解释，在外行人看来很简单
的一种颜色运用，或许需要设计
师在数千种相似的颜色中千挑万

选出来。许晗还记得，和伙伴们
分工合作，曾有许多个夜晚“挑灯
夜战”到凌晨三四点，只求把每个
细节都做到尽可能完美。“一个设
计的想法从产生到落到实处有着
很长的距离，在运用图案方面，怎
么把控好复古与创新的度也不容
易，我们只能一点点尝试。”她说。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赛时制服装备发布时，许晗
和参与设计的小伙伴们都特别高
兴。“我看到了不少眼熟的元素，
比如衣服的颜色、衣服上的分割
线、前片胸口的图案等。”许晗笑
道，“在观看冬奥会时我真切地感
受到，这场体育盛会得以顺利举
行每个人付出了努力，我们参与
的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但
能出一份力真的很开心。”

这场体育盛会离不开
每个人的努力

这群师生、校友
为冬奥会添彩

举世瞩目的2022北京冬奥会，也有无锡高校师生、校友
贡献的智慧和力量。2月4日，江南大学2017届校友林诗凌
作为颐和园第16棒火炬手，顺利完成与第17棒中国女排队
员朱婷的交接。江南大学教授沈雷带领的团队参与了冬奥
会制服装备设计，获得最具含金量的“杰出贡献奖”。2月10
日，记者采访了这群为冬奥会献力的师生和校友。

设 计 样
稿 ，冬 奥 会
志愿者制服
最终样式集
纳了其中不
少理念。

林诗凌林诗凌（（左左））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
届毕业生林诗凌作为国际奥委会
青年领袖项目成员，被国际奥委
会推荐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
火炬手，在北京颐和园参与了火
炬传递，引发江南大学师生的关
注和热议。“前往火炬传递点时，
与我同车的是来自医疗、体育、演
艺等多个领域的代表。我们年龄
不同，经历不同，但大家共同期待
着火炬传递的时刻，共同聚焦北
京冬奥会的举办，也因此有了许
多共同语言，一路上热情满满。”
林诗凌感叹，火炬传递是一件“浪
漫”的事，在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
然复杂的当下，各国人民因火炬
传递而联结在一起，这正是体育
的魅力。

“无锡人文氛围浓厚，在这里
生活的4年很舒心，收获颇多。
江大给我们创造了自由的学习环

境，大家能够为喜欢的事情而相
聚，这种感觉很好。”从大学生成
长为奥运火炬手，林诗凌做的每
个选择都“环环相扣”，兴趣、幸运
和坚持是她选择中的关键词。“我
大学期间就很关注体育，是个篮
球迷。在择业时我充分考虑自身
专业能力和兴趣，选择进入安踏
（中国）有限公司，负责与NBA球
员对接体育用品业务，其间幸福
感和成就感拉满。”林诗凌说。
2020年1月，林诗凌赴美国旧金
山大学攻读体育管理硕士专业。
受疫情影响，当地的体育工作机
会变少，相关赛事或延期或取消，
原本以实业为发展目标的她经过
思考后选择转型学术领域，“比起
原地踏步，抓住在校时间在不断
试错中找到发展方向更有意义。”
读研期间，林诗凌跟随导师编写
专业书籍，进入多个体育公司尝

试不同岗位，并参与清华大学体
育产业中心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体育扶贫等方向的研究。
学术研究需要大量阅读作为基
础，国际奥委会启动第三批青年
领袖项目的消息因此进入林诗凌
的视线。她从全世界3000多名
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25名入
选青年之一。

入选青年领袖项目后，林诗
凌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传统体育
项目。“少数民族、偏远地区，他们
没有充足的资金、场地和设备开
展高层次体育项目，但各地都有
本土特色的体育运动，其中融合
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些传
统体育项目能被推广到更广阔的
平台，得到传承，而当地人民能够
无压力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享受
体育。”林诗凌说。

（陈春贤、杨涵）

为冬奥会制服贡献智慧

奔跑在中国传统体育研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