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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丰 文/摄

被称为中国古代四

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

分几步可以造出一张

纸？野外被蚊虫叮咬

后，快速止痒消肿现找

哪种草药强？当代的中

国乡村里，最原始的田

园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上周末，来自十余

个国家的“诗画浙江”友

好使者走进被誉为“江

南最后秘境”的丽水松

阳，在这个被大山怀抱、

生活气息浓郁的偏远县

城里，他们体验到丰富

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

现代生活的和谐相融。

乌克兰姑娘完成了乌克兰姑娘完成了
李子柒没做成功的造纸李子柒没做成功的造纸

“相聚浙里”友好使者在松阳上了一堂“国际乡村课”

夯土泥墙建筑竟然屹立百年
中亚小伙想把松阳耕作技术带回国

松阳因地理偏远而较好地保留了田舍掩映、阡陌

纵横的原生态田园风光，尤其是其中百余座格局相对

完整的传统古村落。

沿着蜿蜒山路，友好使者们走进了已有 600 年历

史的三都乡酉田村。

“每按一次快门，都有能拍出一部大片的感觉。”塔

吉克斯坦籍的阿克莫（Ergashev Akm）时不时对着

建筑上的精美石木雕刻拿起手机：“这些房屋竟然能够

存在上百年，这里的人们太有技术了。”

近年来，松阳不仅开展了拯救老屋行动，还在全力

打造“中医药复兴地”。本地草药师傅叶师傅对山中药

草的药效了如指掌，在酉田村，他带来各种药草向友好

使者们讲解中草药知识及功效。

“我的手臂刚刚被蚊子咬了，您这里有没有现成的

草药可以消肿止痒？”来自乌克兰的娜娜（Kristina

Shyntsov）向村民叶师傅求助。只见他顺手将正在讲

解的杠板归用手掌碾碎，把汁液涂抹在娜娜手臂的蚊

子叮咬处。仅仅几分钟后，肿块就逐渐消退。

“It’s like a magic！”尽管见识过中医的神奇，

在场的三名温州医科大学医学生还是忍不住拿起草药

仔细端详。

去年来到松阳的张世铭曾是一家国际企业的高

管，放弃了优渥的城市生活，希望在这里实现打造生态

农业的梦想，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友好使者们介绍

了心目中的美丽乡村蓝图，并阐释了“Better Vil-

lage, best life；Village is made by nature”等回

归田园、振兴乡村的观点，赢得了在场外籍友人的啧啧

称赞。

“张老师，请问种植农作物撒播和点播有什么区别

吗，哪种效率更高产量更好？”阿克莫的老家拥有大片

农田，采用撒播方式种植着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当张

世铭介绍到丽水梯田春耕插秧时，阿克莫不禁发出提

问。张世铭耐心地从耕种效率、人力成本、发芽率、成

熟率等方面分析了两种耕作方式利弊，让阿克莫大开

眼界：“我应该把在这里所看到的尽快告诉家人，他们

需要了解掌握更先进的工作方式。我可以常来您这里

学习吗？”

“当然，松阳随时欢迎每位五湖四海的客人，说不

定咱们有更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呢。”张世铭向友好

使者们发出再次相约的邀请。

来自西班牙的罗雷多（Maria de Loreto CAS-

TILLA FERNANDEZ）觉得，松阳是一个适合“周末大

逃亡”的静谧之地。“对于喜欢探索乡村美景的旅行者而

言，这是一处‘必看’的地方。”作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的

国外文教专家，她会把松阳推荐给每个想要暂时逃离城

市生活、渴望新鲜空气、享受乡村美景的朋友。“在这段

旅途中，尽管气候十分湿热，但它的美丽并没有丢失，因

为我捕捉到了许多最好的风景和人物照片。”

“古代的中国人真聪明”
乌克兰姑娘惊叹于古法造纸术

位于松阳县西屏街道白龙圳 43 号的统

捐局非遗工坊，去年年初落户并开放了拥有

300 多年历史的李坑古法造纸技艺传承项

目。周芳娣是工坊里的非遗文化传承人。

走进这幢“古老与年轻并重”的百年老

屋，前厅的两口浅池里不断“吐出”白色水雾，

配上悠扬古筝的演奏，仙气满满地静谧迎候

每名远方客人的到来。

“从结香树树皮原料采集到最后成品，我

们的古法造纸工序共有二十余道⋯⋯大家在

浇浆时一定要浇满至少5次哦，这样花草才可

能有效附着在纸面。”友好使者们在周芳娣的

指导下，分组进行其中的捞纸、去水、分纸工

序，同时用各色花瓣和树叶来点缀自己的作

品。

克塞妮娅（Tsytsiura Kseniia）协助同

伴丽娅（Nuria Liya）小心翼翼地将竹帘浸

入纸浆中，再缓缓地水平捞起。

“好像左上角的纸浆不够厚，会不会太薄

了？”

“我觉得已经很完美，那不妨再试一次。”

这一回，丽娅先用勺子把盒槽里的纸浆

搅动均匀，再将竹帘放入纸浆中荡料，只见克

塞妮娅双手握住竹帘在槽内前后左右充分轻

晃，待浆液成为薄层均匀沉淀于帘面后缓慢

捞起。

“浆液很均匀，下一步是放置花瓣和树

叶，你可以自由发挥，可以摆放一些有趣的图

案。”周芳娣在旁边鼓励。

克塞妮娅随后在未干的纸浆上铺压新鲜

花草，并在图案周围不断浇浆，丽娅紧接着用

吸水设备将纸面去水，剥离竹帘后放入烘干

机。短短60秒，一张集自然纹路和天然花草

的花草纸就“出炉”了，温热中还透着淡淡的

结香味。

“老师的操作看似简单，真正要完成一张

太难了，不是纸浆沉淀不够均匀，就是添加花

草弄破纸面。”克赛妮娅看过李子柒造纸的视

频，“就连她也没有完全成功，可以想象古代

的中国人有多聪明了。”

28 岁的克塞妮娅是嘉兴学院外国语学

院 的 英 语 老 师 ，来 自 乌 克 兰 尼 古 拉 耶 夫

（Mykolaiv）。三年前，她随曾在乌克兰留学

的中国男友一同来到嘉兴。

来中国前，克塞妮娅只学了一年中文，但

在嘉兴的第三个月就已经能和中国人顺畅地

口语交流。拥有语言天赋和开朗性格的她，

目前已经掌握了六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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