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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左垂钊，现为青岛开明画
院副院长，北部画院副院长，青岛东海崂
山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山东美术家协
会会员。

如同静水流深，山水画家左垂钊有
一种这个时代少见的沉静、内敛、低调的
旧式文人气。左垂钊是左宗棠的第六代
嫡孙，1948年生于北京，儿时随父母迁居
青岛。左垂钊的父亲左焕徽先生是中国
造纸业的专家，建国初期来到青岛。左
垂钊的父兄皆秉承“实业救国”的家训，
偏爱理科，唯独他自小就钟情绘画。在
一个家学渊源的世家环境里，左垂钊得
以自由松弛地按照自己的爱好向前走。

1964年，初中毕业后的左垂钊在偶
然机会结识了画家王仙坡，并成为他的
高足。王仙坡是当代一位富有传奇色
彩的杰出艺术家，早年留学日本大学美
术系，与聂耳、林风眠、李苦禅、肖传玫、
傅抱石等大家交往甚厚。抗日战争胜
利后，王仙坡隐归故里青岛大枣园村，
潜心绘画，成为一代隐士名家。王仙坡
对左垂钊的影响极大，旁征博引的艺术

“输出”以及倾心授画，给了左垂钊一个
华丽的艺术开场。20世纪70年代中期，
左垂钊已经逐渐在青岛崭露头角。他的
作品和画家项维仁、书法家战士敬等人
的作品一同多次入展青岛市各类书画艺
术展览。

左垂钊在王仙坡的悉心指导下临摹
历代大师的作品，并开始到沧口公园、浮
山、崂山和泰山写生。“那时候，我和师兄
弟相约去崂山写生，有的时候干脆就住
在农民家里。我用自己的脚步和手中的
笔丈量、描摹崂山，对这座海上名山可谓
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初，左垂钊还
在沧口文化馆的安排下，到崂山东部的
仰口采风了一段时间。2000 年到 2006
年干脆加入一个徒步崂山的驴友队，每
周都去崂山写生。左垂钊踏遍崂山寻幽
境，纵横穿越觅奇峰，让他对崂山了然于
心，下笔如有神。

“崂山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比如我
们年轻的时候去崂山采风，一般北到鹤
山、马山、天柱山，而后才是现在寻常意
义的崂山景区，再就是市区的午山、浮
山，西海岸的大珠山、小珠山等，都是崂
山山脉。”左垂钊最钟情的是崂山的巨峰
崂顶，“崂山的磅礴大气、环绕山间的海
上云雾，都是这座海上名山的特质与禀
赋。”他创作的大幅山水《巨峰》，将崂山
的最高峰巨峰龙虎而踞，之字形构图，树
茂林密，岩石峻拔，云蒸霞蔚，虚实相宜，
轻重得当，对比融洽，多遍勾勒皴擦，反
复点染，冷暖色调相得益彰；整幅结构奇
峻、富于变化而又秩序合理，整个画面的
意境沉稳、高远、气韵生动，显示了他很
高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美感。

左垂钊的绘画基本功可谓扎实，自
小浸润了浓厚的艺术修养，这种素养投
射在他的写实山水画则是细腻又壮丽，
飘逸又厚重，这成为他一直追求和叙述
的一种传统北方山水的美学境界。此
后，他又大胆地运用一些绘画新材料、新
技法，粗线勾勒，模块分割、切入，将自己
内心的情绪借助梦幻般的山水意境宣泄
出来。他进行了大量“心象山水”的创作
探索，并将此类山水作品称为山梦系
列。他的绘画艺术在他的物象山水、意
象山水和心象山水“三象”中彼此映射，
并开始探索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融
合，绘画境界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令人
耳目一新、为之震撼。

左垂钊年轻时大多时间在企业工
作，也得以在“旅游”不甚发达的时代，得
以借出差的机会顺便遍访名山大川，给
予眼界的开阔。退休之后，他更是游遍
三山五岳，多次游历新疆、西藏，云贵川
等奇山秀水，创作了一幅幅高远、壮阔、
气韵生动的山水作品。祖国的大好河山
给予了左垂钊更多的艺术洗礼和灵感的
启迪。守望家山、为山河立传，是左垂钊
的愿望和追求，也是他始终坚守并践行
的浓烈艺术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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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垂钊：
山水飘逸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分享理由：
时间起承转合，在一座有海的城市，再没有比

在海上开启新年诗意更好的方式了。由青岛旅游
集团打造的追鸥逐浪专线，是“海上看青岛”的特
色旅游产品。从奥帆中心乘船出发，欣赏青岛活
力的现代城市景观，于冬日的“钻石海”上向百年
历史城区行进。当绿树掩映着的建筑群显现，很
快就能捕捉到海鸥们的身影。拿出游船备好的
鸥食，与它们亲切互动，欢快的鸥群环绕着海上
游船飞翔，好似与甲板上的游客“捉迷藏”一般，
此时的海风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远眺小青岛、
栈桥，青岛百年历史城区的文化景深，似乎也在
不经意间唤醒着文化的共鸣。

万象更新的时刻，过往时光的心绪随游船犁
开的浪花中潜入海底，体内的每一个细胞犹如捕
手一般，妥帖留存每一份欣喜。时间的治愈力就
是这样让人称奇，还等什么，一起来加入这场海上
之旅吧！ 马晓婷

追鸥逐浪山海间

分享理由：
你知道吗？这幅画被称为最浪漫的艺术品。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少女的家中来了提亲的
媒人，为了支开害羞的女儿，父亲让盛装的女儿去
采摘葡萄款待客人……葡萄熟了，少女的爱情也
来到了……”

这幅作品是著名画家徐青峰 2012 年创作的
经典力作，画面的色调温暖而明亮，逆光下少女的
脸，更好地表达了羞涩的神态，少女形象生动鲜
活。用1000多片深绿色的葡萄叶作为背景，每一
片叶子的大小、朝向、形状都不一样，连葡萄叶上
面的灰尘都表现了出来，让人不可思议。鲜艳的
民族服装上面绣着精美图案，与身后的葡萄架构
成一幅美丽的画卷。篮子里的葡萄叶在强光下呈
现出半透明、饱和的黄绿色，似乎可以伸手将它们
摘下来……画家通过对光影和色彩的巧妙运用，
营造出一种温馨而浪漫的氛围。 崔 燕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分享理由：
杨丽萍导演舞台剧《平潭映象》1月 3日、4日

搬上青岛大剧院舞台。该剧以舞台艺术形式呈现
了“人类与海洋”的场景，从文化底蕴、历史源流、
人文精神、自然风情、两岸交流等方面提取创作素
材。全剧分为“海坛仙境、神土生活、美好家园、外
族入侵、国泰民安”五个篇章，讲述了海坛先民“君
山王”与海的女儿“平潭蓝”相识相恋，携手抵抗外
族入侵与自然灾害的故事，充分彰显“与海为伴，
向海而生”的拼搏精神。

《平潭映象》打破常规，运用新的创作思路和
现代舞美特效技术，以流行手法来演绎民俗。福
建游神习俗、平潭词明戏、传统舞龙舞狮、民间傩
戏、平潭藤牌操以及城隍文化、妈祖文化等等传统
民俗活动和非遗传承一一呈现在舞台之上。传统
南音曲调悠扬、古装汉服美轮美奂，舞龙醒狮威风
凛凛，对于北方观众来说，《平潭映象》展现了南方
民俗之美，大开眼界。 米荆玉

《平潭映象》，
杨丽萍的舞台剧

大海的味道鲜亮了大集

李村大集、王哥庄大集、沙子口大集、东台大集、何
家大集、江家土寨大集、东陈大集、毕家村集、周哥庄大
集、浮山所大集、、温泉大集、鳌山卫大集、流亭大集、城
阳大集、惜福镇大集、葛家集、上马大集、泊里大集、薛家
岛大集、灵山卫大集、寺门首街大集、、南村大集、后戈庄
集、仁兆大集、古岘大集、水集大集、林泉庄集、埠西集、
院上集、姜山集、大河头集……遍布青岛市区与郊区的
大集如同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宝藏，给年味一个乡关何处
的民俗文化抵达地。

大海是青岛人的蓝色基因。海洋大集启动仪式的
活动地点位于城阳区锦城路，这正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
鲜交易集散中心——城阳水产海鲜批发市场的所在
地。青岛人的心里，这里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更与海
洋大集的主题高度契合。

在青岛，不少大集临近海港，比如王哥庄、沙子口、
鳌山卫等，在大集里逛上几圈，海洋特色的鱼市可谓是
特色板块——带着大海味道的鱼市比其他区域更加拥
挤、嘈杂，也更加生机盎然、肆意张扬。

过年的味道温暖了大集

赶集原本是一个极其古早的词语，跳脱出来的场景
也是爷爷奶奶辈和爸爸妈妈辈在乡村集市“买买买”的
热气蒸腾。如今，大集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喜好，也成为
年轻人追随的另一个精神时空。有人说，这是年轻人越
来越理性和注重性价比，主打一个松弛感的“平替”休闲
生活方式。也有人说，大集成为男女老少的大众消费场
所，因为年味才是最正宗的“家”的味道。

春节临近，到年货大集感受一下浓浓的年味和“烟
火气”上了热搜，抢占了小红书、视频号等传播高地。“很
多人喜欢到大集里采购特色年货，也是去感受烟火气。
不但本地人纷至沓来，很多外地的游客也慕名而来。”大
集摊主如此表达着当下的感受。

大集上，交易品种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春联福
字、窗帘床单、果蔬粮食、鸡鸭鱼肉、服饰百货、潮流好
物、文创手作、乡野特产、针头线脑、花草树木、古玩美
石、家具家电……抢手物品既有很多中老年人喜欢的
盖垫、擀面杖、马扎子等居家物品，更有蝴蝶兰、水仙、
绿植、多肉植物等装饰家庭的花草，还有桌布、沙发巾
等家庭装饰物——仅仅是这些物品的琳琅满目感，便可
称为富足生活的一个剪影。

大集同样不缺国际范儿的“洋气”与时尚。格鲁吉
亚的葡萄酒、俄罗斯的巧克力、伊朗的地毯、阿塞拜疆的
石榴汁、巴基斯坦的木器……来自多国的美食、手工艺
品颇为吸睛，方便市民和游客到此“全球购”。

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大集成为温馨“合
家欢”场所：有的老辈带着孙辈开眼界，讲“过去的故
事”；有的年轻人陪着父母赶大集，重温儿时的记忆和品
尝过去的美食；还有的中年人陪着年迈的父母来怀旧，
找寻过去的青葱岁月……

大集是乡愁也是幸福，地道的民风和民俗在这里闪
闪发光，仿佛时间深处腾挪辗转而来的信物，穿梭与复
刻着过往的人间烟火和乡关何处。

文化的味道丰富了大集

久违的风物与风情，乡愁韵味和现代魅力在大集交
汇……大集成为各种文化的集合地。

海洋大集融合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连
通重点景区、遗址遗迹、古城古镇古村等节点，汇集“青
岛手造、青岛智造”优质产品。捏泥人、糖球、臭白鳞、酱
猪蹄、泊里红席、剪纸、胶州秧歌、茂腔、柳腔等可以欣
赏、可以品尝、可以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亮相，大
集的味道既有泥土的芬芳，又有文化的厚重。

除了现场赶集，网上的“云赶集”同样受到追捧。在
社交平台上，“赶大集”相关话题关注度居高不下，相关
视频成为新的“流量密码”。在媒体传播的助力下，许多
地方的大集不断升级，增添更多元素和玩法，从单纯的
销售场所变身为网红打卡地和旅游目的地，成为游客体
验在地文化的重要场所。

旨在推进文旅商融合，青岛结合当地特色集市，策
划文旅营销活动。例如，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推出

“来西海岸过大年”文旅营销推广活动，其中设有“我们
的大集”专题，推介了泊里大集、灵山卫大集、海青大集、
王台大集等，为市民和游客选购当地特产、感受当地特
色文化提供好去处。

值得一提的是，大集小吃在视频时代爆红。这些拍
摄视频的播客有本地的，亦有外地专门探店的。在短视
频平台的加持下，这些网红带来的流量在有效传播中变
现，成为大集的另一个“留量”密码。

尤其是泊里大集，鱼获颇丰，派生出一道海鲜烩饼
小吃，它不仅成为集市的网红，也成为青岛的新晋特色
小吃，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为了吃这道美食到大集打
卡——虽然有点儿让小吃“喧宾夺主”的意思，倒也成为
大集的一道特色风景，拉动了海鲜的销售以及周边景点
的人流量。

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农历腊月是大集一年中最热闹和澎湃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居民，甚至外地人都浩浩荡荡汇集于此。
1月7日，2025山东省新春季海洋大集在城阳区启幕。此次活动以“聚山东好品 赶文化大集 过康乐春节”为

主题，青岛活色生香的海味儿、年集特有的烟火味儿以及本土的风土人情文化味儿，在海洋大集里融合交汇，在
人头攒动和车水马龙的簇拥下，形成一幅流动、斑斓的迎春画卷。

赶集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景象。一进腊月，传统习俗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就会唤起人们深
沉的记忆，而大集所具有的那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情感、充满烟火的消费体验，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赶
一场大集，感受一下本地的风土人情，回味一下故乡的味道。

■欢快的鸥群环绕着海上游船飞翔，
好似与甲板上的游客“捉迷藏”。王 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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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是乡土的味道，也是乡愁的味道。它是中国
乡土文化的一种集中缩影以及对故土回忆中的精神
图腾。

大集的背后是历史，更是文化，看到大集，就是看到
了热气腾腾的烟火气，那种川流不息的人群、此起彼伏
的叫卖、各色各样的美味，升腾起的不仅是热闹，也是乡
土亘古不变的文脉。九曲黄河，奔腾入海，济南有延续
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仲宫大集，日照有着600年历
史的安东卫大集，青岛有100多年历史的李村大集。一
个个满含历史的大集，诉说着一种文化的气息和乡村的
根脉。

大集的背后是乡土，更是乡愁。离开故土，在外边
念念不忘的就是家乡的美味。超市里来自家乡的美味，

和大集上的相比总是仿佛缺少了一点味道。大集上那
炸得滋滋作响的糖糕、鲜艳欲滴的糖葫芦，还有冒着热
气的烩菜，一下子就灵动起来。或许，这就是乡愁的味
道，一种植根于心底的情结，年越近，情越浓，刻于骨，融
于血。陪家人走一走、逛一逛、买一买、尝一尝，仿佛那
一刻又回到了童年的快乐。

年年岁岁集相似，岁岁年年集不同。大集的形式没
有太多的变化，但大集的内容却在不断演进。大集上东
西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外地的特产也越来越多了，大集
越来越成为各地美食的集聚地、各地潮玩的会聚处。充
满活力和生机的大集，从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到市
场的脉动、时尚的风口。

走，赶集去！

大集是一种乡土文化的符号
□李光全

■腊月是农历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一进腊月门，“年”以倒计时的脚步临近，年味儿越来越浓。
在腊月初一的周哥庄大集，很多市民纷纷赶来体验进了腊月门的第一个大集。 王 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