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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前日發生最萌的一宗「離家出
走」案。建德市公安局乾潭鎮派出所教導員
陳警官正在街上吃早飯，忽然看見3個小孩
子光腳光身子在閒逛，最大的姐姐「一絲不
掛」，兩個小的是龍鳳雙胞胎，穿着尿片不
哭不鬧，還吃着棒棒糖。
半小時後，一名女子急匆匆趕來找孩子。

萌寶的媽媽說：「我老公早上6時起床去廠
裡上班時忘記關門，我因晚上帶小孩太累
了，也還在睡覺。到了早上8點多，我醒來
就發現3個小孩都不見了。」這對夫婦是雲
南人，到建德打工沒幾年。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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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三B赤裸「離家出走」

京20大師口述錄影
搶救瀕危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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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 70歲以上的工藝美術

大師、十多種瀕臨失傳的「老

文化」……經過兩年多的採

集，一份時長3,000多分鐘的

工藝美術大師口述歷史錄影檔

案日前在北京市檔案館初具雛

型，這是北京首次為工藝美術

大師「建檔」，以此記錄那些

瀕臨失傳的老文化，為北京留

住記憶。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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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長壽的老人李素清走
了！李素清佔據上海最長壽排行
榜榜首長達8年，於本月11日謝
世，享年117歲。
李素清沒有癱瘓在床，更沒有

嚴重的慢性病。直到上個月，她
還是一如既往的健康。直至本
月，老人家感冒咳嗽，得了一次
肺炎，身體狀況就逐漸惡化。去
年5月，李素清也得過肺炎，有
心律不齊心臟衰退的跡象，但經
過3個月的精心調理，狀況終於
好轉。不過，這次老人家沒有扛
過肺炎的侵襲。
李素清出生於1899年 1月 14

日，從2008年開始成為上海最長
壽老人，她曾經是上海唯一一位
在19世紀出生的在世老人，也是
唯一一位見證了三個世紀滄桑的
上海市民。 ■《晨報》

「紙為品
質生活」紙
品科技發佈
會在北京上
演，圖為活
動現場的紙
巾 婚 紗 走
秀。

■中新社

「以前一些類似的記錄都是以某個行業為主體，
以人為主體的記錄我們是第一個。」北京市檔案館徵
集處處長程建華說，口述錄影的採集主要集中在三方
面：譜系，主要記錄大師的從業經歷，包括拜師學
藝、技藝傳承、行規等；技藝，主要是對大師技藝技
法、作品的展示；創新，則主要突出大師對行業的貢
獻。為確保信息真實可靠，採集內容還與工美協會提
供的大師背景資料做對照。

年事高身體差 成採集難題
年事已高、身體欠佳是許多大師的生活現狀，也

是採集面臨的最大難題。2014年檔案館曾聯繫玉雕
大師宋世義準備採訪，然而大師突然住院令採訪最終
沒有實現。年近九十高齡的費保齡大師，每天只能在
上午講一個半小時。採訪泥塑大師雙起翔時，需要他
的兒子在旁邊幫着「翻譯」。
「大師們雖然有些不善表達，但對傳統技藝的熱

愛和執着特別讓人感動。」程建華說，雙起翔一說起
泥塑，其喜愛之情溢於言表，費保齡大師則憑着對風
箏藝術的「真」愛，最終把這項民間工藝帶入最高的
藝術殿堂——中國美術館。精湛的技藝與瀕臨失傳
的尷尬，為口述實錄採集敲響了戰鼓。
已經完成的首批口述錄影成果，近

期將以視頻和圖書的形式與公眾見
面。 ■《北京青年報》

根據北京工藝美術學會統計，目前北
京共有244名工藝美術大師，其中

4人已經離世。對於主要依靠師傅口口傳
授的傳統工藝而言，一位大師的離世，
很可能就意味着一項技藝的傳承走到懸
崖邊上，這些「老文化」很可能會就此
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高清素材時長3000分鐘
為了留住老北京記憶，避免「老文

化」同大師一起消失，北京市檔案館
2014年啟動北京市工藝美術大師口述歷
史錄影檔案採集項目。截至去年底，檔
案館共採集20位工美大師的口述歷史檔
案，形成3,000餘分鐘的高清錄影素材。
接受採訪的20位大師，年齡均在70歲
以上，其中年齡90歲左右的有三位，分
別是：泥塑大師雙起翔、工藝美術大師
崔潔、風箏大師費保齡。北京市檔案館
徵集處處長程建華說，啟動口述歷史採
集是抱着「搶救性」的目的，由於條件

所限，年齡較大、身體不太好的大師成
為優先採集的人群。
此外，由於項目主要是為了給北京留

下記憶，所以大師所涉及的行業以「燕
京八絕」為主，另外加入一些民俗方面
的大師。

憂後人不會「畫龍點睛」
出生於1928年的費保齡，是中國工藝

美術大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北
京扎燕風箏製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
年事已高的他如今已做不動風箏了。
費保齡收徒有自己的要求，現在身邊

的十多個徒弟大多是業餘學習、製作風
箏。「必須得真心熱愛風箏，把這些技
藝原汁原味地傳下去。」他最擔心的
是，徒弟們現在做的風箏雖然「形態都
很像」，但「就是少了那種精氣神
兒」。「這個只能靠個人用心去體會
了，所謂『畫龍點睛』，不是光靠學習
能得來的。」

■三姐弟
與民警合
照。
網上圖片

■上海最長壽老人李素清病逝。 網上圖片

■■風箏大師費保齡憂後人不風箏大師費保齡憂後人不
會會「「畫龍點睛畫龍點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雙起翔的泥塑作品。
網上圖片

■費保齡的
風箏作品。
網上圖片

■泥塑大師
雙起翔與他
的作品。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