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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曾经被许多人视为“土”的表
演，能够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界限，成为
无锡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项目？“视觉
震撼的感受和文化传承的魅力。”惠
山古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文旅
融合的大背景下这些传统技艺成为
连接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的桥梁，
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
“我喜欢火壶表演最主要的原

因是，在火里感受到了力量，特别神
奇。”市民李蕰云说。此外，打铁花、
火壶表演往往伴随着观众的欢呼和
掌声，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观众
可以近距离观看表演者的精湛技
艺，甚至参与到表演中来，这种参与

感和互动性极大地提升了游览体
验。无锡市旅游行业协会会长王洁
平表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
些技艺曾一度被边缘化，甚至被遗
忘。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和人
们对于文化体验需求的日益增长，
这些传统技艺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晚报记者 璎珞/文、摄）

节前水产价格低位运行

河虾大闸蟹
身价近腰斩

本报讯 临近国庆，正是河
鲜赏味时。在锡城农贸市场，水
产价格迎来回落，河虾、大闸蟹
大量上市，相较中秋前价格降幅
接近50%。

在朝阳农贸市场水产区，商
户叫卖声此起彼伏。近期的“人
气王”大闸蟹身价跌了不少，花
6元钱就能买一只1.5两左右的
母蟹回家尝鲜。淡水虾价格也
比较实惠：鲜活基围虾最低18
元/斤，罗氏虾28元/斤~35元/
斤，中等规格的河虾（200头）55
元/斤，还下价能再便宜点。“同
样个头的河虾前几天卖到近
100 元一斤，现在基本打对折
了。”一位水产商户说，最近天气
有升温趋势，河虾、螃蟹耐不住
储存，当天就得卖掉，临近打烊
时让利空间更大。

“每年4月和9月是河虾大
量上市的时间，分别称为春虾
和秋虾，春虾有子，秋虾更
嫩。”盛阳水产城相关负责人冯
敏介绍，在价格方面，每天成交
价起伏波动较大，与需求紧密
相关，“前段时间气温明显下
降，淡水虾蟹上市量增加，加上
中秋节和国庆节之间有较长空
档，在此期间消费较为疲软，价
格一直保持低位运行。预计国
庆节期间，需求量的增加会拉
动虾蟹等水产价格回升。”

“夏季高温天持续时间长，
螃蟹吃食少、长膘慢，导致大规
格的螃蟹上市量较少。”冯敏介
绍，现在市场上母蟹唱主角，公蟹
占比很低。错过了中秋档上市的
阳澄湖大闸蟹赶在国庆前到来，9
月25日，阳澄湖大闸蟹正式迎来
开捕，但由于刚刚捕捞，在无锡流
通量不大，锡城市场上的螃蟹目
前大多来自兴化、泗洪等苏北地
区，等到11月初，苏北蟹上市量
大幅减少，产地将轮转至江阴、宜
兴等周边地区。 （陈婧怡）

本报讯 国庆节的脚步越来越
近，城市的节日氛围越发浓厚，各大
文化场馆装饰一新，精心策划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红色资源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更加鲜活
的光彩。记者昨天了解到，从红色
故事的生动讲述，到创意迭出的手
作体验，再到琳琅满目的文创市集，
无锡以多样化的活动形式，让市民
游客在欢度国庆的同时接受红色精
神的洗礼，也让城市的红色记忆熠
熠生辉。

“希望通过一场场家长和孩子
亲身参与的活动，让红色精神在每
个人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无
锡博物院开放部负责人谈菁介绍，

国庆节期间，无锡博物院将举办12
大主题活动共开展26场次，包含国
庆特别活动、迎国庆红歌快闪、爱国
主题讲座等，覆盖全年龄段。

说到大家心中的红色记忆，“红
船”一定是其中之一。无锡博物院
策划了红船模型拼图制作体验活
动，邀请100组亲子家庭参与，在手
工中共同重温“红船精神”。谈菁介
绍，市民游客还能参与到红军帽制
作、竹编“中国梦”等手工体验中，用
双手勾勒出自己心中的红色印迹。

东林书院则将红色精神融入
“掐丝手作”中，指导参与者以“家国
印象”为主题进行创作，勾勒出祖国
壮丽、富强的新面貌。书院还有一场

精彩的市集等待着大家。结合书院
历史文化和红色主题内容，市集摊位
汇集了特色主题系列文创和琳琅满
目的匠心造物，鼓励年轻一代了解国
家历史，传承革命先辈爱国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国庆假期也是
长知识的好契机。无锡博物院邀
请中国船舶七〇二所工程师为孩
子们介绍载人深潜器，引导孩子们
强化海洋国防观念。科研专家高
亚辉应邀在这个假期做客博物院
的公益课堂，从国防建设的历程和
新时代在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空
天信息、战争方式上的巨大变化等
方面，向青少年学生展示不断强大
的国防力量。 （陈钰洁）

打铁花、火壶表演惊艳夜空

“土”技艺如何成为景区“流量密码”？
“在抖音上刷到了很多飞天火壶表演，太震撼了。”“除了火壶，还有

打铁花、火棍、火刀等表演，寓意红红火火。”……临近国庆，打铁花、火

壶等非遗传统技艺表演，在无锡景区火了起来，收获了市民游客极大热

情的同时，更成为景区夜间当之无愧的“流量担当”。

在梅园景区荷兰广场，等候
观看打铁花、火壶、火棍、火鞭等
表演的市民游客围了个水泄不
通。“哇……”随着尖叫声频繁响
起，打铁花表演开始了。表演者
挥舞木板，有序地将熔融的铁水
抛洒而出。滚烫的铁水在空中划
过优美的弧线，四下飞散，仿佛绚
烂的烟花雨。打铁花才结束，另
一侧的火壶表演跟着登场，身着
防护服的表演者手里火壶的木炭
烧得通红，双手一抖、一敲，人与
火仿佛融为一体，呈现出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般的惊艳场景。
“我们做过一个市民游客调

查，金秋灯会最吸引大家的是什
么？80%的人都表示喜欢看打铁
花和火壶表演。”梅园景区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与梅园打铁花、火壶
表演相关的视频，在抖音上播放量
目前已有1000万。花星球景区也
是如此，打铁花表演吸引了周边游
客前往。“有个旅行团，本来是去常
州的，知道无锡景区有打铁花表
演，临时把旅游地换到了无锡。”花
星球景区工作人员说。

近一年来，无锡景区逢年过节
的活动，几乎都少不了打铁花、火
壶这样的表演。这个国庆，打铁
花、火壶1.0版本已经无法满足大
家的需求，各个景区均在升级表演
形式。“我们在国庆安排了飞天火
壶表演，这是火壶的2.0版本。”梅
园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飞天就是
踩着水飞龙，在半空中表演火壶，
非常震撼。记者了解到，飞天火壶
相当于将水上运动与非遗技艺结
合在一起，表演者借助喷射式悬浮
飞行器，将其托举在半空表演。惠
山古镇也引进了这项表演。花星
球景区搭建了一个水上火舞台，
300根落花棒一起在水上飞舞，火

壶和打铁花一起上演。
记者发现，虽然打铁花、火壶

都属于非遗技艺，但表演者都是
80、90后，梅园景区的两位表演
者还都是无锡本地人。“市场有需
求，我们特意去学的，学起来不算
难，就是比较费时间和体力。”80
后小张告诉记者，打铁花所用的
铁水温度高达1600摄氏度，这对
表演者的勇气与毅力提出了极高
的要求。表演通常需要两人或多
人合作完成，一人负责舀铁水并
抛向空中，另一人则负责击打，使
铁水在空中绽放成绚丽的火花。
这一过程中，两人的配合默契度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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