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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小侦探·文艺小侦探

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少人颈

椎、腰椎、关节经常疼痛，而且久治不愈，长时间折磨

人。眼下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不少人会趁着这大好

的时光，外出踏青旅游。但对于颈椎和腰椎不好的人来

说，只能欣赏别人拍回来的春游照片，却无法亲身享受

这份美好。

为何颈椎腰椎的疼痛总是反反复复？如何才能彻底

摆脱这种折磨？得了颈椎病和腰椎病，该怎么办？是不

是一定要开刀？带着读者的诸名疑问，记者请教了南少

林正骨流派的专家。

专家解释说，颈椎和腰椎病多属于慢性退行性筋

骨病，其病因主要是随年龄的增加，人的脊柱与关节发

生退变，外邪乘虚而入，致经络闭阻，筋骨失养而发

病。但只要积极配合医生，采取正确的系统治疗，大多

数颈肩腰腿痛都是可以通过非手术的方法治好的。中

医上讲的“多方位理筋整脊”，就是根据脊柱与四肢骨

关节及其周围筋肉的解剖特点及伤患机理，应用特色

手法整复关节错位、松解筋肉挛缩或粘连、疏通经络、

流畅气血。

据了解，随着现代中医发展，绝大多数颈肩腰腿痛已

可通过手法、针灸、药物等综合治疗获得康复，无需一定

要手术，患者日常遵从医嘱，复发也是可控的。中医将腰

腿痛分为若干，如风寒湿型、湿热型、气滞阻络型、瘀血内

积型、肝肾亏虚型等，但无论属于哪一种，要想彻底摆脱

病痛，都必须从根本上打通筋络，畅流气血。

为帮助颈腰椎不好的读者早日解除病痛、恢复健康，

本报特邀请到了南少林正骨流派专家，于 4 月 21 日至 4

月 24 日为您在线免费解答各种疑难问题。有需要的读

者可以拨打本报养生热线0571-85312046咨询。

本报记者 方云凤 通讯员 钱冰冰

颈椎腰椎酸痛，令人痛苦不堪
南少林正骨流派专家在线免费解答各种疑难问题

本报讯 昨天上午，《走进“邮票王国”列

支敦士登》特展在杭州博物馆(杭州粮道山18

号)开幕，展出该国 1912 年发行邮票以来部

分经典作品。

列支敦士登是全球第六小的“袖珍王

国”，位于北欧瑞士和奥地利两国之间，面积

不到杭州的百分之一，但它却是目前世界人

均GDP第二高的国家，撑起国家经济总量五

分之一的，是那一枚枚小小的邮票。因此，列

支敦士登被誉为“邮票王国”。

这个小国从1912年开始发行邮票，时间

并不算早。它的邮票迅速风靡世界，是在二战

后。面对战后严峻的财政困境，列支敦士登王

室不得不通过出售家族所收藏的艺术珍品来

应急。他们想到了将古典油画印在邮票上。

展览中，很容易就能找到鲁本斯、凡·戴

克等名家作品。最惹观众喜爱的是一枚《睡

梦中的小公主》，它本是 19 世纪奥地利著名

艺术家阿莫林的油画，画的是小公主玛丽，用

放大镜看，邮票上公主的睫毛都根根分明。

一个“袖珍王国”如何能保持“邮票大国”

的地位，列支敦士登靠的是创意和技术。不

仅是花鸟鱼虫、人物肖像，连显微镜下的晶

体、数学曲线、镭射光都被设计进邮票里。

展览中的一枚“国际光年”邮票，盯着看

上两秒，便会发觉图片在“动”。原来，它运用

了紫外光感应、微穿孔、荧光油墨印刷等技

术，可以观察到“光的波动性”、“光的量子理

论”等有趣的光学实验。

还有一套邮票上使用了热敏油墨印刷技

术，手指碰触到纸面时，邮票表面的颜色会变

得透明，显现出底下的彩色图案。

另外，推荐你在看展览之前，先在手机上

下载一个叫“sepac”的 APP。扫描一下《列

支敦士登的考古发现》和《莱茵伯格诞生175

周年》两套邮票，便能看到文物的 3D 模型，

听到作曲家的代表作品。

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的邮票来中国展

览，这是第一次。展览中，有不少专门为中国

挑选的展品。比如，2011 年起，列支敦士登

开始发行十二生肖主题的邮票，首枚是一条

龙，采用了中国传统剪纸元素，每片龙鳞都细

细雕琢。

据悉，本次展览展出至5月10日。

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郑施诗 汤洁

“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来杭州开了一个特展

激萌！这些邮票会“动”能“变色”

开幕式的开场是一段近10分钟的表演，

这是一段融合了多媒体影像技术的现代舞

蹈，6 位身着黑衣的舞者，在光影变幻中，时

而在攀爬阶梯，时而路灯下漫步，时而穿越过

如同集装箱式的城市，展现了影像打破现实

与虚幻边界的强大力量。

紧接着，是四段不同风格的宣传片。灯

光亮起时，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清楚地看到了

悬挂在舞台两侧的一副对联：上联为“实时实

地实拍，纪天下人间万千事”，下联是“真心真

意真切，录世上家园春秋情”。

这是本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艺术总

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对大会主题“事·
情”的阐释。

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许江说：“纪录片的

表现，更接近于活生生的人的真实生活。人

类对自我生活越是关注，对生命真实越是关

注，对于‘纪实’的需求就越是迫切。”

今年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

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20位导演的作品入

围了“D20 提名”竞赛单元，其中有 9 部纪录

片为全球首映或中国首映。同时，大会设置

了五个奖项，奖励优秀纪录片与作者，奖金累

计高达 100 万元人民币，创世界纪录片影展

奖金历史新高。

昨晚的开幕展映影片，是台湾导演陈怀

恩带来的作家余光中传记片《他们在岛屿写

作1之逍遥游》。在影片正式播出之前，大会

播出了一段拍摄于 4 月 17 日的小短片，片中

是余光中先生对大会表示祝贺。他还朗诵了

自己著名的诗篇《乡愁》，老人的声音平静，但

却让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王国富告

诉记者，入围的 20 部纪录片，他一部不落地

看完了，内容涵盖了历史文化、社会人文、自

然环保、民俗风情等多种主题，“而且都保持

着相当高的水准。这些创作者里也有中国美

术学院自己教师团队的作品，这也非常令人

欣慰。”

王国富认为，好的纪录片最关键的就是

细节，而入围的这些纪录片中，都拥有这样的

特质。令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部叫做《罗

长姐》的作品，其中年迈的罗长姐为孩子夹

肉，那颤抖的手与筷子有着令人难忘的冲击

力。而这也恰恰印证了本届大会以“回归纪

录价值，彰显时代表达”为主张，以期发掘出

“有态度的影像人”和“有温度的时代作品”。

此外，中国美术学院的徐晓东教授，也

作为本届广受好评的纪录片《我被一只过路

的云雀生在这里》导演，接受了观众和媒体

的提问。徐晓东表示，影展最重要的是展映

单元，包括 20 部提名竞赛单元的纪录片以

及“大师传薪”单元的 6 部，希望大家可以在

这期间全情投入地去观看，这才是大会最核

心的部分。

本报记者 陈淡宁

昨晚7点，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小礼堂里非常热闹，

来自全球优秀的纪录片从业者都聚集于此，共同见证了首届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开幕。

昨天的开幕式有点特别，比如，完全不用红色。“高级灰”

的舞台上几乎没有任何点缀，众多工作人员穿着或黑或白的

T恤，礼仪小姐则着黑色衬衣，就连主持人也穿着黑白相间的

服装。

白与黑，光与影，这是对影像艺术的高度概括。

大会由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

办、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为战略合作伙伴。来自全球纪录片

领域的 200 余位导演、学者及相关嘉宾将齐聚杭城，共赏纪

录之光。

首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昨天在中国美院开幕

真实的魅力！26部纪录片告诉你

《睡梦中的小

公主》，用放

大镜看，邮票

上 公 主 的 睫

毛 都 根 根 分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