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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初，两位瑞士人发明了一种名叫“Handpan”的乐
器，中文名称叫手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张桦，作
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手碟制作者之一，将现在的工作称为“声音
的雕塑”。

设   计    DESIGN 

30 宜家，该整容了
当“宜家”让千家万户几乎变为“一家”，他们便想方设法将
“一家”变为“亿家”。

人   物    PERSON

20 后半生，做个留住同里的潘木匠
就像终南山归隐着各种奇人异士，同里也吸引着各色“闲杂
人等”，潘爱国是其中一个典型：只是因为在同里的一次随
意旅行，他就决定隐居于此，还开了一家如“解忧杂货铺”
般的“古建筑遗珍馆”，成为水乡同里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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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的水鸟、飞舞的蜜蜂、飞翔的大雁……在考尔德运河船
屋上的童年经历，让英国剪纸艺术家Pippa从小对飞鸟和昆
虫情有独钟。为了在动与静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她用相机捕
捉下它们动态的一瞬间，然后“化”为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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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趣    INTEREST

赫布登布里奇镇上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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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的文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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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的城市，就像年少时生活过的地方，没强烈的新
鲜感，却散发着安稳气息。就像这里生长出来的手工
艺，没有要举世闻名的野心，更多的是做给当地人使
用的，有生活的味道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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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陶瓷业的圣地，杨曙华钟情于山水陶瓷
画，特别是雪景和青花山水，以“外意造化，中得心
源”的独到，创作出一种不流于纯粹形式的美。

说起德林阁，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提到“静观
毛笔”，却是多有耳闻。静观毛笔厂曾名列重庆四大
毛笔厂之一，其制作的“静观毛笔”被不少书画艺术
家赞为“妙笔”。

中国传统漆器工艺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即是各种宝石、
金属、象牙等珍贵材料雕刻成各种图案的细节，镶嵌在
各种漆器上形成人物、山水、花卉等图案。主要出现在
中国古典家具以及工艺美术品上，使其呈现出立体的艺
术效果，且更具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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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上海城里的苏州园
好生活   LIFE  STYLE

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与当代人的生活仍发生美好关系。“一
箱”创始人施珏女士就在上海城里为自己和家人造了一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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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案头有风骨
谈   资    FUN  TALK

如今的文艺青年，喜爱多肉、空凤、石斛；古时文青，更爱菖蒲、青
苔、水仙。一个看颜值，一个看品德，各有风趣。

搜   店    SHOP  HUNTER

118 苍穹之下漫书香
老潘说：在路上，旅行者心底浮起的那首动人的歌声，一定来自天堂。

110 一口汤头一口鲜
食   事    ENJOYING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说的大概就是这家店吧。没开在市区，但
每天依旧很多人慕名前往。在不大的店堂里，全是眯着眼睛享受那一
口汤头滋味的食客。

114 新时代的茶人
读   茶    TEA

“当我意识到这个鲜活而平静的体验的时候，真的深深爱上了喝茶，
感受到了这个茶的生命力；茶与我的内在沟通，享受生命的滋养。”
十多年的茶道生活，聆听每一天都发自内心地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