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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宁钰燕 通讯员黄茵 1 月 26 日晚，
茂名市萤火虫读书会和茂名市东湾学校在“心明书苑”图
书馆联合举办了“书香里的中国年”读书分享会，邀请了
40多名社团成员和学校师生共同参与。

走进会场，浓厚的年味扑面而来——灯笼高挂，福字
点缀于内，年画悬挂四壁，年货堆积盘中，满目皆“红”。
客人盛装出席，孩子汉服等新衣裳着上身，大家或交谈或
静坐或品尝年货，现场一片浓浓的幸福温馨氛围。

分享会上，嘉宾们通过一物一件追忆从前，畅谈有关
“年味”的往事。从新生代的家庭游戏、逛街，到上世纪90
年代的穿新衣、放鞭炮，80 年代的多年在外游子归家过
年，再到50年代的来“油城”建设的年味，不同年龄段、阅
历的嘉宾分享着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春节年味记忆。现
场掌声不断，不少小朋友都对父辈们的辛劳与不易感到

敬佩。
在分享期间，为增添趣味性，活动特地安排了成语接

龙、朗诵表演和歌唱表演，如演唱歌曲《财神到》《我的中
国梦》《欢喜中国年》，配乐朗诵《南风歌》等，师生各显神
通，一度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活动接近尾声，参与者移步到旁厅，或挥毫泼墨，笔
走龙蛇，书写出寓意吉祥的春联和“福”字；或在明信片上
留下新年的寄语，写下对亲朋好友的祝福和心愿。活动
现场弥漫着墨香，洋溢着祝福与温情。最后，众人手持福
字，笑容满面，在快门声中留下美好瞬间。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文化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
洗礼，让大家了解到年味不仅体现在年糕、年货中，还在
处处飘有中国年味的书香墨香里，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和无穷魅力。

悠悠墨香 年味中国
“书香里的中国年”读书分享会在市东湾学校举行

活动现场。
茂名日报社全媒

体记者 吴昊摄

新华社电 秀山龙凤花烛是重庆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喻意吉祥、喜庆、光明，代表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传统的龙凤花烛样
式比较单一，工艺繁杂无法机械化量产，利润
微薄，当地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传承手艺，龙
凤花烛制作工艺一度面临失传。

陈建友家三代从事龙凤花烛制作，为提升
手工花烛档次，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作为市级
非遗传承人的陈建友在熟练掌握传统技艺后
开始对龙凤花烛进行改良和创新。

“龙凤花烛的工艺，难就难在龙头。”他
说。在不断尝试后，陈建友设计出新的龙头图
样，销量也好了许多。

如今，在陈建友的工作坊里，龙凤花烛种
类繁多，颜色形态各不相同。近年来，陈建友
开始探索适合年轻人的市场，推出香薰花烛等
文创产品，销往浙江、福建等地。

“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不断创新，适应
时代和市场的需求，传统技艺更是如此。”陈
建友说。

非遗传承人陈建友：

让“龙凤花烛”
焕发新活力

1月25日，陈建友在工作坊制作龙凤花
烛产品。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