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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贺洁靓 记者 董齐

这两天一条热板栗在嘴里爆炸的消息刷屏了
朋友圈——海宁一位女士买了新鲜出炉的板栗，结
果刚放进嘴里就炸了，栗子肉碎成粉末。

记者核实，这是真事！事情发生在上周五晚
上，当事人是嘉兴海宁一家医院护士长，姓沈，这次
意外，给爱吃板栗的她留下不小阴影。

刚出炉的板栗进嘴就炸了
沈女士说，天冷的时候，一包热乎乎的板栗捧

在手里，非常舒服。
上周五晚饭后，她和丈夫去一家老店买板栗。
热乎乎的板栗出锅了，沈女士买了半斤，刚拿

到手，就挑选一颗往嘴巴里送，哪想意外发生了。

“拿在手里有点烫，下意识直接往嘴里放，牙
齿刚咬下去，就听到‘啪’的一声，瞬间在我嘴里
炸了，板栗壳和肉都飞出去。”炸的那瞬间，沈女
士当场就蒙了，这种事还是第一次碰到，她感觉
上嘴唇奇麻无比，再看看飞到地上的栗子肉，已
经碎成粉末。

这一炸，把沈女士老公也吓得不轻，赶紧过来
检查，但看不出什么来。

随后沈女士去医院让医生仔细检查了一下，确
认嘴巴只是轻微烫伤，应该问题不大。

之后的三天，沈女士的嘴唇都是麻麻的，到了
第四天才好过来，烫伤的地方也结了一层薄薄的褐
色痂皮，如今这层皮已经完全剥落。

“现在没事了，不过再也不敢趁热吃板栗了。”
沈女士说。

热板栗最好静置3到5分钟再吃
板栗为什么会炸？我请教了拥有 20多年炒板

栗经验的曹春华。他在省内有十多家炒板栗店面。
原来，沈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曹春华说，

他每年都会遇到一两个心急吃的顾客被炸到，尽管
他已经让每家店都做口头提醒，还要求在店门口贴
上温馨提醒——刚出炉的栗子，请稍后再吃，“防炸
嘴”几个字专门做了放大处理 。

“用来炒板栗的石英砂温度能达到200℃以上，
在这种高温下，板栗里的水分就会转化为水蒸气，板
栗壳内壳外的压力处于不同的状态，如果板栗内热
气没有散掉，突然去咬，挤压下就会炸开。”曹春华提
醒，刚出锅的板栗最好冷却3到5分钟再吃；如果在
家里用微波炉、烤箱DIY板栗，千万记得要事先在板
栗上开个口子，否则会急剧膨胀，最终发生爆炸。

近距离接触中国版画历史
在“岁月印痕”展区，活动共展示了60余幅代表

性版画家的经典作品。这也是华茂美术馆重要的
收藏板块，藏品重视历史性与艺术性的双重价值。
从战争走向和平与昌盛，历经成长、繁荣与转型，这
些版画精品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当代版画的发展
履迹。让观众可以了解版画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
在当代所具有的艺术面貌和艺术价值。

张怀江、张远帆父子皆为中国著名的版画家、
美术教育家。

张怀江是“新兴木刻运动”的践行者，早在上世
纪 30年代便响应鲁迅先生的号召投身版画事业。
解放战争时期，他辗转浙南游击区进行革命宣传，
为人民解放事业竭力奉献。新中国成立后，张怀江
又成为中国现代版画教育体系的建设者，以其为代
表的“两张（张怀江、张漾兮）两赵（赵延年、赵宗
藻）”更是新中国时代版画艺术高度的标尺。

张远帆是张怀江之子，他追寻父亲的履迹，执
中国美院版画系教鞭几十年，在艺术创作方面，应
社会时代的变迁，展现出“反叛”传统的姿态。他认
为真正的艺术创作总是贴近人的心性，必须把自己
的经验和体会放进去，艺术家画的是自己眼里的世
界，即便是来自客观世界的影像，在它定格在画纸
上之前，也无不经过了画者心灵的折射。

主办方介绍，将张怀江、张远帆两代人的作品
联袂展出，别具意义，立体而明晰地呈现出了中国
版画的发展历程。

杭州居室版画展走进宁波
展览的另外一部分主打“居室”概念，由华茂长

青艺术研究院与都市版画公社共同推出。
从前，人们想到版画，就会想到古老的雕版印

刷，抑或是鲁迅先生在民国时期倡导的木刻版画。
但是经过近代版画的发展，这门艺术已经随着创作
手段的多元化，朝着越来越风格多变的方向发展。

“居室版画”作为一个理念，是国内乃至海外鲜
见的创举，它由《都市快报》率先实施并落地于杭
州。随着数以千计的版画作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
活，使得更多的观众从认识版画进而喜爱版画。

这个变化既印证了原创版画的特有魅力，也印
证了版画艺术“分享·亲民”的特点。居室版画非常
亲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得到了海内外的专业机构和
版画艺术家的高度赞赏和热烈响应。

“第8届杭州居室版画展——宁波站”集结了诸
多海内外版画艺术大师的厚爱和支持，共展出14位
中国版画家、26位日本版画家的原创版画作品 150
幅，涵盖水印、丝网、铜版等版种，部分画家的作品
曾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记者 徐贤康 通讯员 刘志科 汪宇露

11月11日凌晨3点，开化县芹阳办事处翁村的
一幢老房子里“轰”的一声巨响！

睡梦中余炳贵和老伴儿被惊醒！老两口起来
一看，不得了，房子客厅里出现一个深坑，下面还有
浑浊的泥水在哗哗哗地流。

好端端地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吓得余大伯赶紧
带着老伴儿逃出来，来到村民小组长徐贵生家。

徐贵生先把余大伯夫妻安顿在自己家，并且马
上通知村支书余永庚。大伙儿赶到现场一看，这个
大坑直径有 3米左右，还有土块和石子从余大伯的
房子墙体上掉下来，墙体已经有裂缝了。

当天上午，办事处党委书记、县国土局专家、
衢州市勘察专家先后赶到。经测量，大坑深度在
10米以上。

经过现场勘察和走访，专家们基本确定了深坑

出现的原因。
余大伯家的房子建在石灰岩上，由于这一代地

下水比较丰富，地下水的流动导致形成岩溶破碎
带，时间一久，房子地底下就慢慢空了。

碰巧的是，几天前，余大伯隔壁一户村民打了
一口井，抽水上来抽出很多泥沙，这也加速了地下
水的流动，加快了大坑的形成。

余大伯说，在 10月 30日就看到房子的墙体有
些开裂，但当时没在意，以为老房子出现裂缝是正
常的，实在没想到房子差点塌了。

找到原因后，专家们和村镇干部讨论了处理方
案，首先让一部分村民转移安置，等塌陷稳定后，用
专业探测设备确定破碎带的范围及深度，用碎石或
泥土进行填充，再帮助受灾村民重建新房。

昨天，在村支书余永庚的张罗下，村民余炳贵
家及周边的 5户人家，都转移安置，尤其是余炳贵
家，房子外拉起了警戒线。

画面没有食指长 却有15个人的故事
部分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宁波这个版画展够撩眼
走红杭州的居室版画也来啦

看点指南

超迷你画作：尾崎悠多等版画家的作品很特别，以“小”著称，如《运
动会》（2.5cm×5.5cm），画面长度只有食指的2/3，小小的画面里，展现
了15个小人满满的情感故事。

超长册页：版画家方利民创作的《湖山韵蹟》总长达6.4米；版画家
曹欧创作的《重构山水》长达9米⋯⋯

“萌宠”画作：走进这个展览，就像走进了动物世界：有长颈鹿、犀牛、
小熊、兔兔⋯⋯

时间：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2月12日，
地点：宁波华茂美术馆（鄞州区鄞县大道中段2号）

由宁波华茂长青艺术研究院、杭州都市版画公社主办，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协办的“一见悦目 再见倾心——华茂美
术馆版画展示季”于昨日在宁波华茂美术馆开幕。

画展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岁月印痕——华茂美术馆藏版画精品展”、“回到精神的故乡——张怀江 & 张远帆版
画作品展”、“第8届杭州居室版画展——宁波站”。

一睹诸多版画名家的作品，这是个好机会。除了欣赏，还可以收藏哦。 记者 韩宇挺

半夜“轰”的一声
开化一村民家中出现10米深坑

火热出炉的板栗
在嘴里爆！炸！了！
热板栗最好静置3到5分钟再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