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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是我的本行。去年年中，我
曾办过一个名叫“北京记忆”的漫画
展，里面介绍了一些老北京的人文大
事与民俗小情，比如旧时北京“无风
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新春守岁的北
京人家”“骑毛驴逛白云观”“小金鱼
挑子”等图景。文字加上漫画，一幅
一幅地看过去，老北京民俗里的情景
就都有了，一目了然。

我出生在哈尔滨，可是对北京的
感情特别深，这个根儿从小就种下
了，因为出身满族家庭，身边都是些
北京人，听的都是北京的事儿。我的
外祖父民国初年时曾在北京做国会议
员，母亲也在北京上过学，我是听着
奶妈用好听的北京话念叨“小小子
儿，坐门墩儿”长大的。

20 岁时，我来到北京，便迫不及
待地走遍全城，想一一印证这些年听
到的关于北京的传说掌故。

北京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深
厚，初到北京的我一下子就被这座古
城迷住了。那时候我没有照相机，但
有写日记的习惯，还喜欢画画，就连
写带画，把在北京看见的、听见的都
一一记录下来。可以说，这些青年时
代记录的北京市民点滴生活的片段，
都成了我今后创作的素材，也成了如
今珍贵的史料。

作为民俗画，视觉形象必须以绝
对真实为原则。这就叫“亲闻、亲
见、亲历”——所谓的“文史三要”，
做到了，才能保证真实。无论多小的
一幅画，其中描摹的人物面貌、穿衣
打扮、服饰发型、家具陈设、吃穿住
行，都要以事实为依据和基础。还有
配上的文字介绍也要字斟句酌，这样
才能使作品具有史料价值。不夸张地说，我画的是
知识，也是可以当史料看的。

让人感到可惜的是，现在不少电视剧里展现的
老北京民俗和规矩，有时候就错得有些离谱了。举
个例子，不少电视剧里，无论什么人穿长衫都挽着
袖子，其实这挽袖子的规矩可大了，尤其是当袖管
上有一段白袖头的时候。就拿我画的一幅画来说，
早些时候，仆人在主人不在的时候才高挽起袖口，
这是为了干活方便；遗老遗少挽袖口如马蹄状则是
不忘传统，兼显示派头；平时高高挽起袖子的，恐
怕就只有歹人、打手一类的了。

应该说，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现实生活中，都
要做好对北京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北京要留得
住“北京味”才行。

我记忆中的那个北京城，四季分明，街道干
净，门上贴着“忠厚传家，诗书济世”的对联，邻
居们早晨开门问安，各扫门前，孩子见了长辈鞠躬
问好，各种叫卖声回响在胡同里，成了最美妙的音
乐……

我今年已经 91岁了，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
会笔耕不辍。画这些民俗画，就是希望留住消失的
老北京，也留住那些传统文化和礼仪，别让它们一
起消失。

（作者李滨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
家协会会员）

【出行需求增速下降】

北京市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涉及人员出行、车辆出
行、公共交通运行、道路交通量、车辆保有分布等多个
方面。据了解，这样的调查在 1986 年、2000 年、2005
年和2010年共开展4次。由于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需为
交通“十三五”规划服务，因此 2014 年就启动了数据
采集。

调查显示，2014年，六环内工作日常住人口出行总
量为 4445 万人次，出行周转量为每公里 36005 万人次，
较 2010 年均有所增加，不过，出行量年均增速却比

“十一五”期间大幅下降。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导致出行需求增速放缓原因有

多个，首先是人口调控措施初步发挥作用，人口增速放
缓。其次，互联网及现代通信技术改变社会生活方式，
出行率略有下降。比如，随着近几年网络购物、约餐、
送餐服务的兴起，购物及外出就餐出行强度比 2010 年
明显下降。第三，职住分离状况略有好转，出行距离增
速放缓。2010年北京市六环内平均职住比为0.53，2014
年则升为0.55。

职住比即就业岗位数量比居民中的就业人口数量，
这是最直观反映一个地区职住平衡状况的数字。职住比
向好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平均出行距离的增速相比“十
一五”期间明显放缓。2014年六环内工作日常住人口平
均出行距离 8.1 公里，四年仅增长 0.5 公里，而“十一
五”期间共增长1.6公里。

【机动车使用“五降低”】

从出行结构变化来看，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至
2014年，小汽车及出租车出行比例在历次综合调查中首

次呈现下降趋势，
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大幅提高，但自行
车出行比例下降势
头仍未得到有效遏
制，公共汽车出行
比例下滑。

北京市交通委
表 示 ， 自 2010 年
底北京市采取缓解
交通拥堵综合措施
以来，机动车使用呈现向好发展，在机动车保有量持续
增加的背景下，出现出行比例降低、日均出车率下降、
日均出行次数减少、日均行驶里程降低、短距离出行占
比下降的“五降低”良好局面。

专家认为，小汽车出行比例的下降有多方面原因，
公共交通的大力发展是首要前提，特别是轨道交通的快
速发展，大大方便了市民出行。截至 2014 年年底，北
京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 527 公里。自 2010 年以来，
运营里程共增加了191公里。地铁线网四通八达，吸引
客流猛增。2000 年以来，轨道交通线网全年客运量从
4.3亿人次增至34.1亿人次。

但公共汽车客运量却呈下滑趋势，公交线网依旧存
在诸多问题。五环内，想在 500 米内找到一座公交站，
成功率在88%。大部分线路过于集中在干线走廊上，重
复系数高达 6.7。而且如果选择乘公交出门，乘客往返
车站加上候车和换乘时间，就占到整个旅途时间的
35%。

【自行车出行待重视】

除了地面公交，自行车出行比例也在持续下滑。交

通部门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自行车出行环境亟须改善。
34%的调查者不骑车是因为出行距离过远，15%的人认
为消耗体力，16%的人认为出行环境差。还有 24%的人
认为公共交通经济快捷，无需骑车。

其中，非机动车道缺少有效隔离设施、机动车侵占
自行车出行空间是影响自行车出行的重要因素。调查结
果表明，对于单幅路、双幅路，机动车与自行车之间缺
乏物理隔离设施，机动车随意进出和停靠非机动车道现
象十分普遍；对于三幅路、四幅路，机动车进出停车位
及通过路段时占用非机动车道，造成自行车行驶空间被
挤占，自行车被夹在机动车缝隙之中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骑车者的安全构成威胁。

此外，北京市交通委表示，本次调查显示，在5公
里以内适宜步行和自行车短距离出行中，2014年，步行
比例为58%，自行车出行比例为15%，小汽车和公共交
通出行比例分别为 12.4%和 11%，其中，自行车出行比
例有提高空间。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截至 2014 年底，全市范围内已
建成公共自行车网点 998 个，运营车辆规模达到 4.3 万
辆。公共自行车日均周转率达每车3.1次，平均租车时长
15分钟，平均出行距离3.4公里，公共自行车发展良好。

景泰蓝、玉雕、京绣、风筝、泥人……提起北
京的传统民间工艺，不少人都能说出几样。这些民
间工艺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它们与古代的丝绸
之路有怎样的联系？如今它们又有哪些创新与突
破？近日，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民间文
艺家协会举办了“天工传桑莲——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一带一路’主题民间工艺美术展”，用
一件件展品串起了丝绸之路，集中展示民间技艺的
传承与创新。

“桑，指中国是最早采桑养蚕、缫丝织布的国
家；莲，佛教常用，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桑莲两个字暗指丝绸之路，一出一入，代表丝绸之
路传播了技艺和文化。天工，即巧夺天工，也指能
工巧匠。正是自古以来的能工巧匠们用他们精湛的
技艺承载着中华文明，成就了丝绸之路。”北京民间
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史燕明向笔者介绍说。

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工艺美术
家。他们秉承“做专、做精、做细、做实”的中国工匠
精神，精心创作了 200 余件“一带一路”主题的民间工
艺美术作品。其内容涵盖40多个艺术门类，包括17个国
家级非遗项目和23个北京市级非遗项目。

在展览现场，笔者看到，市民参展热情高涨。在微

型木雕展柜旁边，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正在聚精会神地
拍照。老人姓刘，见笔者注意，刘奶奶放下相机，指着
展柜里的织布机说：“我年轻的时候用它织过布，所以对
它特别有感情。今天陪孙女来看展览，是想给孩子增加
一些课外知识，没想到我也在这里找到了年轻时的回

忆。”
像刘奶奶一样在本次展览中找到“亲切感”的

人还有不少。柴先生自幼喜爱风筝，展览上各式各
样精美绝伦的风筝令他赞不绝口。“这次参观真是不
虚此行，要不是来到这里，我这个‘风筝迷’还不
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左右不对称的风筝，真让我大开
眼界。”柴先生指着展出的一只不对称的风筝感慨道。

“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要再现当年的传统技艺，
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发展与创新。”哈氏风筝第四代传
人、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哈亦琦认为，展览
最大的亮点在于“创新”。“比如我们展出的‘不对
称风筝’，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我们今
天的艺术家就做到了，可谓是一次‘革命性的创
新’。”

“这次展览不仅让民众有机会接触到平常见不到
的一些作品，更是给了我们民间艺术家一个很好的
平台去弘扬传统文化，展示工艺作品。”景泰蓝工艺

《繁花似锦》作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泰蓝技
艺传承人钟连盛对笔者说。

“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能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民间工艺的
魅力，也帮助民间艺术家把作品推得更广，把中国传统
文化传得更远。”史燕明表示。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是全国著名
的西瓜之乡，今年该镇与北京市邮政
公司携手，将西瓜纳入邮政电商平
台。每天邮政投递车开进瓜田将西瓜
装车然后分发至各邮政网点，城区市
民次日 12 时前、郊区市民次日 18 时
前，便可以收到邮局快递的新鲜西
瓜，从而有效解决了农产品进城“最
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难题。

图为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留民
庄村村民正和邮政部门工作人员一起
将新鲜的西瓜装箱。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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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速放缓 公共交通“引流”

北京小汽车出行比例首降
本报记者 赵鹏飞

近日，交通部门发布北京市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

结果。数据显示，2010至2014年，北京市民工作日出

行次数减少到2.75次，每天平均出门距离8.1公里，小

汽车出行比例在历次综合调查中首次出现下降。

西瓜进城西瓜进城

本报北京电 日前，一本可以读、
可以“扫”、可以转发的新书《文物古迹
揽胜——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
录》在北京市西城区正式发布。

该书以西城区辖区内181处文物保护
单位为纲，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各
文保单位的历史沿革、建筑格局及保护
利用情况，帮助公众深入地解读文物古
迹。为了方便检索，书中的三级文物保
护单位分别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每个
文保单位都有位置图，每个街道还有分
布点，便于静心阅读和行走阅读相结合。

此书将纸质媒体与新媒体有机结
合，书中各个文物保护单位相应位置分
别添加了对应的二维码，同时实现阅
读、扫码、分享三大功能，并且扫出来
的内容还时不时会带来“惊喜”——文
物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城区将根
据文物保护现状的变化更迭，不断从后
台调整、更新二维码信息内容，这样读
者也就拥有了一本“永不过时”的书。

西城发布“永不过时”
文保名录

丝绸之路上的北京民间技艺
——“一带一路”主题民间工艺美术展举办

李梦迪

丝绸之路上的北京民间技艺
——“一带一路”主题民间工艺美术展举办

李梦迪

图为市民在参观展览。

图为北京市出行结构变化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