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步：把盆景中的植物种到预

先设计好的位置，将植物根部的土壤

压实。确定好植物的位置和形态后，

固定植物位置，便于后续操作。整体

完成后，可进行局部和细节的最后调

整。

第一步：准备好工具，收拾好工作

台，静下心来准备。提前进行整体构

思、设计草图，然后挑选材料。

第二步：准备好盆景所需的沙、石

和土壤以及所需的植物、苔藓等制作

素材。

第三步：准备好盆栽所需的花盆，在

花盆内部的透水孔上方垫好防止土壤外

漏的纱网。在构思好盆景的整体布局

后，沉下心来，从最难实施的步骤入手。

■技术活

教你做出一株盆景

（蔓玫图文）

■动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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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家

走进北京市东城区郎家胡同，一处京味

意蕴浓厚的民居深处，身着绿色围裙、戴着蓝

色手套的小伙子王大卫正在工作室里教大家

制作竹子自行车。

老外体验中式生活的桥段并不少见，但

王大卫不是玩票，他在这里一干就是两年，要

给自行车“脱胎换骨”。

“自行车是种有趣的交通工具。”在王大

卫的工作室 BBB（“北京竹自行车”的英文缩

写）的墙上用彩笔如是写着。的确，这里的自

行车有趣且特别——它们是用竹子制成的。

美国靠谱青年
“处理”北京胡同废品

2014 年春天，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小伙王

大卫（Ｄavid Ｗang）在这里租下两间平房，张

罗起自己的竹子自行车工作室。25 平米的

工作室里，堆放了各种工具，墙上还有一块白

板，写着时间表和团队成员分管的不同任

务。大卫和成员们周末会举办工作坊，在这

片保留着京韵的平房内，跟更多人聊聊给自

行车加“特技”的事。

2010 年，在美国结束了人类学专业的学

习后，王大卫来到中国，研究不同形态的青年

亚文化。而从一个人类学研究者变身竹自行

车制作者，源自一次偶然的发现。

王大卫住在胡同里，他发现小区里有很

多废旧的自行车锈迹斑斑、“体无完肤”，于是

萌发了改造自行车的念头。征得同意后，他

从中挑选了一辆废旧的自行车搬回家，将其

“大卸八块”“改头换面”，把不能用的零件都

拆下来，换上新的。

用什么来改造呢？大卫想到了竹子。其

实，这个想法早在大卫念大学时就曾闪过，他

对竹子由衷地喜爱。“竹子是一种非常神奇的

材料，它长得很快、很硬，特别可持续。还有

就是，很多西方人都觉得竹子特别好看，包括

我。在中国肯定也有人喜欢竹子。”

不止是自行车，有着竹子情结的大卫，就

连手表和结婚请柬都是用竹子制作的。2015

年，大卫还设计了 20 多枚竹子手表，送给工

作坊的志愿者。

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经常和胡同里的

邻居们聊天，从邻居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中，

思考当今城市生活中邻里关系的变化。

骑着“竹马”好“拉风”
竹材原来学问深

刚开始改造自行车时，并不顺利。但大

卫发现其实早在 200 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用

竹子成功制成自行车了。根据网络教程，他

一步步摸索着制作步骤。功夫不负有心人，

３个月后大卫终于制作出第一辆竹子自行

车。车的主车架全是竹子做的，衔接的地方

用的是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十分结实。

记者了解到，竹子自行车是他改造的第

三辆自行车。改造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大卫和

小伙伴 Candy 合作完成的，他们在胡同破烂

堆里挑选出一辆公路自行车，在淘宝上购买

了一些零件，给自行车喷上自己喜欢的图

案。而第二辆被改造的自行车源于一辆永久

牌老式自行车，“白色车轮”“老虎纹”是大卫

赋予这辆自行车最新的特色。完工后，大卫

骑着自己的“宝马”在胡同里来回穿梭。

为了更加了解竹子的特性，2014 年大

卫来到台湾竹山，走访竹子的生产地、接触

竹子匠人。“我在台湾认识了多种不同的竹

子 ，竹 子 的 质 量 受 它 的 年 龄 影 响 非 常 大 。

在网上很难买到成熟的竹子，能找到的竹

子虽然直径很大，但是厚度不够。”竹山技

艺高超的匠人也传授给大卫很多关于竹子

的知识，比如怎样让竹子拐弯，如何把握锯

竹子的力道。

制作中，大卫反复探索，尝试过多种材

料：桂竹、黑竹、厘竹、紫竹、铁竹……现在，他

最常使用的是红竹和黄枯竹。

宣扬绿色理念
还“温暖”了社区

认识大卫之前，罗明宁换了好几份工

作。直到遇见竹子自行车，爱好骑行的他被

深深吸引，于是成为了大卫的中国合伙人。

“玩竹子自行车会上瘾。”罗明宁对记者说，

倾注热情、动手创造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竹子材质细腻，而且很轻，减震性强。罗明宁曾

骑着竹子自行车上妙峰山，超越了许多专业骑

行者，这更加坚定了他对竹子自行车的喜爱。

来自美国参加暑期志愿者培训的大四学

生李欣熹对自行车有着浓厚的兴趣。她今年６

月来到工作坊，花了一周时间制作出了自己满

意的主车架。目前，她正在设计尾座的车架，并

且打算做车灯。她从工装上取下做好的车架，

向记者展示她的成果。

大卫每天都骑着自己的竹子自行车上下

班，吸引了很多人好奇的目光。“我们希望通过

组织工作坊引起更多关于出行方式的讨论。”今

年7月，大卫和成员们受邀去上海世博馆参加

了造物节。在造物节上，他们展示了工作坊的

竹子自行车。罗明宁说，他们很期待在线下产

生新的连接和发现，期待更多的人绿色出行。

罗明宁告诉记者，她在胡同里转悠时，发

现胡同里的老人和儿孙欠缺交流。于是，她

在居委会举办了一次兴趣班，教社区的居民

制作竹子工艺品。居民们很欢迎这样的活

动，后来祖孙在动手过程中也加强了交流。

如今，周末工作坊已经做了 60 多期，还

开到了上海、广州、香港，以及老挝、日本、美

国等地，吸引超过 400人前来学习。

竹子自行车
DIY也不难

第1步：挑选竹子

选择需要使用的竹子，建议挑选：日本

木材竹、东京竹以及黑竹等。

第2步：竹子的测量和塑形

首先把竹子锯成合适的大小，然后进行

手工切割塑形，确保每段竹子都正好可以放

进固定架。

第3步：连接竹子

把竹子粘结好放进固定架中固定。

第4步：卸除固定架

把固定竹子的固定架移除。这时能感

受到包装前的竹子车架有多轻。

第5步：用碳纤维包裹加固

把每个支撑点（或者是每两段竹子的连

接处）都用玻璃纤维做内芯，再用碳纤维顺

着缠绕，包裹固定住。

第6步：上漆

给车架上漆，以保证日后不会被光照氧

化、被雨腐蚀。

第7步：组装其他零件

把其他零件都组装好，你就拥有一辆完

整的可以骑的竹子自行车啦！

■链接

盆 栽 不 仅 仅 是 棵 草 ，它 是 生 活 的 远

方。 ——花楸树

吴俊伟的网名是花楸树——一种生命力

旺盛而又美丽的乔木。诗人海子曾写下一首

《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吴俊伟说在诗

中读出了一种等待幸福的宁静感，这或许与

盆景中蕴含的某种意境不谋而合。

2011 年，吴俊伟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传媒

动画学院读书，却一心想做一门自己的手

艺。五月的一日，他偶然在图书馆遇到了一

本小林健二所著的日式清水盆栽集，便整个

下午和这本书待在了一起。书里的植物、器

皿、样式，在吴俊伟的脑海中化成了山川、幽

林、清溪、明月、流水，自己仿佛踱步其间，思

绪久久沉醉其中……

心中的一颗种子从此生根发芽，一发不

可收拾，便任自己浸在了盆景和植物的世界

里，让盆景变成为自己的爱好。“当初就是自

己喜欢，当爱好玩，没想过当事业。后来在各

种因素促成下，成了自己的事业。”对于盆景，

半路出家的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渐渐地让

爱好成为了事业。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创立了

自己的工作室“浮生时光”。

临近入冬，他会细致地在自己的公众号

里为爱好者们总结盆景植物的入冬和养护，

科普盆景常受的病虫害，分享盆景、园林艺术

之美。有时写写诗、有时聊聊心、有时畅谈下

人生与艺术的感悟，文字背后的吴俊伟平和

而不失热忱、随性而又博学，犹如他口中自己

的盆景——清逸、文雅、自在。

虽说盆景也有各种“门派”，但吴俊伟的

盆景追求的是“无定式”。“盆景是能表达出内

心意境和感受的途径，自己以往心中沉淀下

的那些唐诗宋词，琴棋书画诗酒花的东西，就

都能表达了出来。”对于他来说，盆景是一种

表达内心的新方式，与文字、图画等不同，可

以表达出不同以往的新的意境。

在设计制作自己的盆景时，吴俊伟更是随

心而动。在盆景的风格上，他倾向于禅宗，在设

计制作时追求去繁从简、直指心源；也期望能够

展现出文人式的道家风格。“在材料选用上没有

什么定式，看到什么能引起兴趣或者激发灵感

的，就用。”苔藓、枯枝、怪石、玻璃罐都可以是素

材；镊子、插花工具、电钻都可以使用。他的理

念只有一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人们喜欢寓情于物，常常也会有人询问

盆栽中的“寓意”。“大家都喜爱美好的寓意，

可我只是安静地做出来，养在案头，我希望当

有一天它来到你们桌边的时候，看着它，你们

也能够平静下来。”吴俊伟曾写道，“我的盆

栽不是草，也不是天生就代表着吉祥如意、幸

福美满。希望当你看到我的盆景时，就像读

了一行美好的诗。”

吴俊伟：愿诗意化于盆景之间

盆景缩龙成寸、小中见

大，以景抒怀，可表现深远

的意境，犹如缩小版的山水

风景。

缘
起

竹子自行车细节 大卫、罗明宁及竹子自行车的小伙伴们在骑行 学员秀出竹子自行车

秋季来临，蚊子对人们的骚扰愈演愈

烈。酷暑煎熬过后，工作疲惫之余，蚊子的骚

扰令人不胜其烦。蚊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叮人

呢？

蚊类属昆虫纲双翅目蚊科，全世界已知

3000 种以上，我国有记载的约 300 种。成虫

喜于黄昏和夜间活动，有些种类是一些传染

性病毒重要的中间寄主。不过，并不是所有

的蚊子都吸血，只有雌蚊吸食动物血液，雄蚊

食花蜜或植物汁液。两者的主要外观区别在于雌蚊的触角呈羽毛状，而雄蚊的触

角为丝状。

为什么只有雌蚊吸食血液呢？这是出于繁殖的需要，交配后的雌蚊需要利用

人畜血液中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来提供能量，促进卵巢发育，从而顺利产出受精

卵，繁育下一代。

我们常察觉不到蚊子的叮咬。这“归功”于蚊子口器特殊的结构。蚊子的口

器属刺吸式口器，类似于一只结构精密的针筒。从外观上看蚊子的口器是一根麦

穗状细长结构，但这只是由蚊子下唇演化成的外鞘，实际上真正的吸血针器比肉

眼能观察到的这根“针筒”还要细小很多。蚊子的口器在外鞘背部包藏有上唇、上

下颚和舌特化而成的 6 根细长的口针。上颚末端呈宽刀状，内侧生有细的锯齿，

吸血时首先用以切割皮肤。舌和上颚闭合共同构成食物管，舌的中央也有一细

管，用以向血管中注入唾液。下颚末端呈细刀状，上面生有粗锯齿，在皮肤切开以

后，起到锯刺皮肤的作用。蚊子吸血时尖锐的锯齿能像手术刀一样切入皮肤，再

把食物管光滑的前段像石油钻头一样推进去，只会造成一个很小的伤口，减少了

对于神经的刺激，让人们几乎感觉不到疼痛。蚊子的唾液中含有细菌，会造成叮

咬之后的炎症反应，产生瘙痒和疼痛感，并引起红肿及丘疹。

有些人很容易受到蚊子的叮咬，有些人则不然。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证

明，蚊子主要通过嗅觉系统感受人畜呼吸、皮肤汗液、粘液、尿液等所释放的气味

来寻找和定位寄主。其中二氧化碳和乳酸是重要的人体标志挥发物，当吸血雌蚊

距离宿主较远时，会随着不同挥发物梯度向源头定向飞行。当蚊子离宿主足够近

时，会根据宿主的可见性、动作、温度、肤色、湿度和体味等线索的吸引程度来最终

定位。一般来说，汗腺发达、体温较高的人；肺活量大呼吸频率较快的人；喜欢穿

深色衣服的人；新陈代谢快的人；化过妆的人以及孕妇更容易招蚊子。

目前应对蚊虫的方法主要分三方面。首先，是化学方法杀灭蚊子，选用高效、

低毒气雾剂来杀灭蚊虫，缺点是会污染环境，对人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其次，是预

防蚊子的产生。时刻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卫生，能有效防止蚊子滋生。焚烧蚊

香，也可利用点燃的艾、蒿或谷壳进行驱蚊。另外，喷洒驱蚊制剂和驱蚊精油也

会起到不错的驱蚊效果。蚊虫叮咬后的皮肤常出现红肿起包、刺痒难忍，甚至

发炎溃烂的情况。可用湿手指蘸点肥皂涂抹，或用毛巾热敷，或用捣碎的大蒜、

阿斯匹林片涂于患处，均能立即止痒且消退红肿。切勿用手搔痒患处，以免伤口

继发感染。

看了以上这些介绍你是否对蚊子叮咬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呢？赶快行动起

来吧，营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让蚊子的骚扰远离我们的日常。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蚊子叮咬“知”多少？

文·实习生 郭 盈

骑着竹车逛北京
美国小伙他说行！

钢管、铝合金，还以为只有这些才能组成我们常骑的

自行车吗？现在，一位美国小伙找到了一种更环保、更时

尚的新方案——竹子。

文·本报记者 刘燕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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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