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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报顾客们的厚爱，五星百
货十一周年店庆期间，陆续推出了
系列优惠活动。12月28日晚，继平
安夜现金大把抓、圣诞夜活动落幕
后，大家期待已久的幸运大抽奖活
动再次上演，活动期间的超值优惠
感恩钜献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与。

12月28日晚，华灯初上，星光
璀璨，市民们欢聚在五星百货，共
同等待着店庆购物超值大奖的抽
奖环节。据了解，12月28日前，当日
购物满199元，就可领取“相约11周
年”兑奖券一张，凭兑奖券来参加
抽奖活动。

当晚，0 0 0 7 4 4 8 , 0 0 0 0 2 2 7 ,
0010019号各领取了特等奖奖品
i p h o n e 6手机一部，0 0 0 9 8 6 5，
0 0 0 1 7 3 5，0 0 0 5 0 5 8，0 0 1 0 0 9 8，
0009762,0005978号(三日内有限，

逾期作废)各领取幸运奖奖品高档
化妆品一套。

28日晚上，振华五星百货十一
周年店庆正式完美收官，店庆结束
了，但五星百货对消费者的承诺、
服务和真诚仍是那样的强烈。2015
年元旦即将来临，还有更多优惠活
动等你来参与，敬请期待！

十一年里，在水城最繁华的街
区，五星百货致力于打造高端精品
百货，用真诚的服务，充分满足一
站式消费需求，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全方位、个性化的现代都市生活。
十一年里，在水城跨越赶超勇往直
前的脚步声中，五星百货作为一处
地标熠熠夺目，始终紧跟着发展创
新的脉搏，不断提升着整座城市的
品位与气质，让每一个有关时尚的
梦想，如阳光般照进现实。

休闲娱乐、逛街购物、美食环
绕……满足一家人关于优雅安然
的一站式生活愿望，完成吃喝玩乐
购的体验式休闲娱乐，那一刻，想
到的只有五星百货。这是一座闪烁
着熠熠星光的休闲购物乐园，这是
一座充满引领着时尚潮流的都市
会馆。

“在不久的将来，阿玛尼、施华
洛世奇等世界名品也将入驻五星
百货。”五星百货入驻水城十一年
来,赢得了聊城广大消费者的普遍
欢迎和高度赞誉，不仅将吃喝玩乐
购做到一站式消费，还将众多国际
品牌引入聊城，让水城人不出家
门，就能感受国际前沿的时尚魅
力，让聊城越来越时尚、越来越现
代。

(郭庆文)

振振华华五五星星百百货货十十一一周周年年店店庆庆完完美美收收官官
超值优惠感恩钜献，幸运大抽奖号码公布

28日上午，聊城银座商
厦再添新颜——— 小海豚书
店今日举行盛大开业盛典，
现场近千名孩子及家长齐
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特殊
时刻。

10时，银座商厦六楼小
海豚书店内门庭若市，共同
等待一位神秘嘉宾的到
来——— 中国播音主持金话
筒奖得主小雨姐姐，现场她
声情并茂地为小朋友们讲

《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
女孩》等童话故事，并带领
小朋友一起演唱中英文版
本《小星星》，之后向在场嘉
宾传授她用20年亲历集成
的《讲故事技巧》，系列活动
博得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

好评。
11时，小海豚书店携手

聊城银座共同举办的“分享
阅读，分享爱”万本图书漂
流活动举行启动仪式，此次
图书漂流活动于12月28日
正式起航，据透露，参与献
爱心活动的小朋友可于12
月28日至元月28日到小海
豚书店，用阅读完的旧书换
取书店提供的新书；活动结
束后，书店将收集到的公益
爱心图书赠送给聊城蒲公
英行动志愿者协会，由他们
赠送给贫困学校的孩子们，
分享阅读乐趣。该活动的主
要目的是培养孩子从小感
恩社会、奉献爱心的美德，
激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

书，健康成长。
12时许，银座招商本部

经理王峰、聊城银座总经理
王崇禹，济南小海豚图书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怀礼、
副总经理向丽萍等嘉宾为
小海豚书店进行开业剪彩。
据了解，小海豚书店是海豚
传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的
儿童文化主题书店，面向0-
18岁孩子及家庭提供优质
图书、阅读指导等与成长、
阅读有段的整体服务。倡导
亲子阅读和互动式阅读体
验，注重亲自关系的维护和
增进，关注孩子心灵成长。
目标是打造体验式阅读成
长空间。

(王瑞超)

聊聊城城银银座座商商厦厦小小海海豚豚书书店店盛盛大大开开业业

““痴痴””教教授授用用紫紫薯薯汁汁作作山山水水画画
自命“紫福”山水画，取自紫薯的谐音

紫薯，很多人都吃过，可很少有人能想到用它作画。12月27日，
张宪昌紫福山水画展在聊大美术学院举办，不少学生怀着好奇之
心前来参观。张宪昌是该学院教授，“闭关”三月，研创了用紫薯汁
作山水画的“神功”。其实，他多年埋头钻研山水画，紫薯山水画只
是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灵感迸发。

新年快要到了，这些学生前来
参观画展，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
老师的画拿出去做更大范围的展
览。张宪昌说，展览即是传承，他作
为一名老师，对学生们会毫无保留、
倾其所有。

上世纪70年代，张宪昌毕业于
山东“五七”艺术干校，后到中央工
艺美院研修，受到了严格的学院派
的美术训练。然而，几十年来，他痴
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
护，跑遍了方圆百十里地的无数个
农村，用了30多年时间，来收集、整
理、出版东昌府木版年画。

他曾把东昌府木版年画搬进课
堂，邀请为数不多会刻版的老艺人
给学生上课。他还与热爱年画艺术
的徐秀贞联手，注册成立了东昌府

木版年画社，只为留住这门传统技
艺。目前，东昌府木版年画社已在聊
城古城区楼东大街开办起来，今年
国庆节期间，还办了年画展，参观人
群络绎不绝，这门频临失传的技艺
再次走进城市生活。

近几年，张宪昌的研究领域从
民间延伸到精英文化，苦心孤诣研
习古今书画大家的作品，探索精英
绘画艺术基因的传承与保护。这
个看似高大上又难以理解的追
求，被一个小小的紫薯拉近到生
活中来。

张宪昌还有一个梦想，等他退
休后，开车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祖国
的大好河山，为他的山水画寻找创
作源泉；再把个人网上展览馆开办
起来，继续做文化传承与保护。

痴迷文化传承与保护

张宪昌教授和他的“紫福”山水画。.

今年国庆节前后，张宪昌
买了一些紫薯，一次性全都煮
熟了，没吃完的便留起来，下
顿饭再吃时，他把紫薯放到盘
子里，放进锅里加热。结果，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紫薯经
高温蒸馏淌出了一些汤汁，在
白色盘子上颜色煞是好看，张
宪昌突发奇想，可不可以用这
些汤汁作画？

自打有了这个念想，张宪
昌脑海里就一直盘旋着“紫

薯”两个字，夜里翻来覆去睡
不着，想啊想，“紫福”两字突
然蹦出，用他的话说就是“那
一刻，我的梦醒了。”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中国梦，张宪昌的梦
想，或许就是在国画创作上取
得成就。

第二天，张宪昌赶紧拿着
收集起来的紫薯汤汁，来到画
室，拿起毛笔蘸满汤汁，往画
纸上涂抹了几笔。一开始，他
还担心时间久了会变色，结果

几天过去了，紫薯汁的颜色依
然如初。这坚定了他的信心，
接下来一发不可收，他把自己
关进画室，用了三个月时间，
画了30多幅山水画。

“给山水穿上新衣，用紫
薯妆点江山。”张宪昌一边创
作一边琢磨，断断续续有了一
些想法，这句话是他在画展上
说出来的，让在场的学生眼前
一亮，他自己也显得特别兴
奋。

吃紫薯相中了汤汁颜色

在张宪昌十多平米的画
室里，30多幅“紫福”山水画
挂满了一整面墙，黑色墨汁
勾勒山水轮廓、紫薯汤汁渲
染妆点，高贵的紫色用在山
水画中，别有一番韵味。

其实，在这些作画中不
仅有紫薯汤汁，还有普洱茶
水和石榴皮汁。张宪昌说，自
从成功研发了紫薯作画，又
相继开发了后面两者。这些

颜色都是暖色调，祖国江山
如此多娇，用这些颜色来妆
点江山，江山变得更加温暖、
俏丽。

一名前来参观的学生
说，第一次见到用紫薯作画，
感觉特别有创意，正应了那
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从自然食物中取色，不
仅久不变色，还环保经济，实

现了艺术与生活的零距离。
“其实，文化就是生活，我想
借此打造一种新的文化符
号。”张宪昌给学生们讲，要
学会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并试
着去发现点什么。

短短十几分钟的交流，张
宪昌看似随意的点拨，让学生
们若有所悟。这也是他一直在
努力的方向之一：精英绘画艺
术基因的传承与保护。

让艺术与生活零距离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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