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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元宵”，这
个“闹”字用在黄金国际元宵
节活动现场再合适不过。春
意盎然，阳光明媚，寒意的丝
丝褪去，使这个喜庆的传统
节日变得分外热闹，黄金国
际营销中心内更是人气鼎
盛，欢声笑语不断。

为庆祝元宵节的到来，2

月22、23日，黄金国际专门举
办了【飞镖赢大奖，购房折上
折】活动。周六上午，营销中
心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客户和
业主，活动还未开始，现场就
已是一片热闹之象。当客户

看到布置精美的气球墙，兴
趣瞬间就被激发起来，在了
解完投掷规则和奖品设置之
后，纷纷流露出跃跃欲试的
神情。面对百分百的中奖机
会，此刻怎能手软？只见大家
使镖手法如小李飞刀，只听
气球爆破如噼啪鞭炮，只感
客户兑奖的那颗心儿嘣嘣
跳！在堆积如小山的领奖台，
工作人员忙碌却不忘微笑的
为大家服务，让人无时不刻
的感受到黄金国际大家庭的
温暖。

除了精彩刺激的现场游

戏，黄金地产还为客户奉上
了购房大礼，节日期间成交
客户可享受【购房折上折】的
优惠惊喜。在春节期间持续
热销强劲势头的感染下，元
宵节掀起了一股更为强势的
成交热浪，成交现场客户步
履匆忙，抢房现象频频出现。
现场高涨的人气、节日优惠
的刺激，都不失为热销的重
要利器，但黄金国际百年建
筑的金字品质才是百战不殆
的法宝。

黄金国际作为淄博楼盘
的引领者，一直备受广大市

民的关注。本次元宵活动的
举办，更是吸引了众多客户
前来。到访客户纷纷表示，主
要是冲着黄金国际这个楼盘
来的，没想到除了如此大的
让利优惠之外，还可参与丰
富的精彩活动，拿到精美的
礼品，不虚此行啊！

据悉，此次【购房折上
折】优惠活动主要是针对47-
79m2公寓、140-160m2房源所
举办的回馈活动。目前，黄金
国际47-300m2米全线产品多
达十余种户型在售，可满足
不同客户的购房需求。同时，

十套精装样板房目前也已全
面对外开放。意向购房的客

户可前往黄金国际营销中心
详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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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国际【飞镖赢大奖，购房折上折】

“锦灰堆”起源于元代，是一种

古老的作画形式，距今已有800多

年的历史，2012年12月被列为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如今这种

作画技艺却面临失传的危险，耿学

知先生为“锦灰堆”第四代传承人，

也是唯一的传承人，他孤独一人守

望着这门传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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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陌里走出的文化遗产
耿学知现为“锦灰堆”第四

代传承人，其父亲耿玉洲是锦
灰堆的第三代传承人。

据耿学知介绍，“锦灰堆”，
又名八破图、拾破图，也叫“打翻
字纸篓”。它源自中国传统绘画，
非常写实地描绘文人雅士书房
所常见的杂物残片。这些杂物件
件呈现破碎、撕裂、火烧、沾污、
破旧不堪的形状，给人以古朴典

雅、古色古香、雅气横生、耐人寻
味的感觉，有人称之为“非书胜
于书、非画胜于画”。因此备受文
人雅士的青睐。

耿学知说，“锦灰堆”起源
虽早，但是因为绘制复杂、耗时
长，一直未盛行起来。到清代
末，由于帝国列强侵略，锦灰堆
的艺术形态正好符合了当时社
会的现状，此时才被爱国文人

追捧起来，这也是锦灰堆最盛
行的时代。

“锦灰堆来自民间，或许只
是一种“巷陌里的艺术”，现在
知道的人少之又少。”耿学知自
幼跟随父亲学习绘画，并先后
师从多位书画家，做过美工、美
术设计师、开过广告公司，2004

年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锦灰堆”
创作。

形式复杂，继承人难觅
“现在真不好找传承人，

因为锦灰堆这种艺术形式比
较特殊，需要将书法、绘画等
技艺结合起来，还需要有历
史、地理、哲学、文化等方面的
知识。短时间内难以成材，所
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
习这门艺术。”

“即使在锦灰堆最盛行
的清代末期，据说当时还没

有超过20个人去画锦灰堆，因
为这种艺术形式太复杂了，
需要静下心来潜心研习。创
作一幅锦灰堆至少需要一个
多月的时间，很少有人能耐
得住寂寞。”

耿学知的父亲耿玉洲，如
今一个人在北京，他一方面创
作，一方面寻找继承人，以便更
好地传承和保护“锦灰堆”这一

优秀的传统技艺。
如今，耿学知除了创作“锦

灰堆”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寻找
传承人，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太
浮躁了，学一段时间就放弃了，
锦灰堆的传承人本来就少，年
轻人又不愿意学。“如果找不到
传承人，我想传给儿子，如果儿
子也不愿意学，那可能就真要
绝迹了。”

在创新中探寻传统文化出路
当下，许多文化遗产、传统

艺术面临失传的风险，传统文
化如何在新时期焕发活力成为
一个严峻的问题。

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耿学知说，传统文化要想不
落伍就应该推陈出新，注重创
新，与时代的发展紧紧结合。耿
学知还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需要资金扶持，许多文
化遗产面临绝迹就是因为传承
人没有经济支持，没法开展研
究与创作。

让文化遗产产业化或许是
另一条出路，耿学知说，目前他
已经联系了几家陶瓷企业，将锦
灰堆印在陶瓷上，批量生产，这
样既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也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锦灰堆”。
“艺术是无价的，当下的艺

术品市场也很火爆，物以稀为
贵，一个人一年才创作十几张
锦灰堆，现在的存量非常少，升
值空间非常大。”谈到“锦灰堆”
的未来，耿学知还是充满了信
心，他相信锦灰堆会被越来越
多的人知晓并接受。

耿学知正在创作“锦灰堆”。

▲耿学知展示“锦灰堆”作品。

▲耿学知创作的“锦灰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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