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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销户客户办理清退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您好，我公司积极推进销户客户办理清退事宜，对具备条件的客户

告知办理清退手续。目前部分销户客户尚未办理清退，现予以公示，具

体清单请查看以下网址。为切实保障您的权益，请于2024年2月23日前

携带相关证明材料至所属地供电营业厅办理，所需材料请咨询 025-

84222888，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网址：http://www.js.sgcc.com.cn/html/njgdgs/col2871/2024-02/01/

20240201163855642317634_1.html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

2024年2月4日

看杂技秀绝活，在元宵
节听一场音乐会

2月3日，南京市杂技团在南京
文化馆广场带来“群英荟萃”杂技精
品专场演出。正月初一、初七以及元
宵节当天，该杂技团都将在南京大报
恩寺遗址公园表演杂技节目《手技、
花坛、空竹、魔术、滑稽》，打卡大报恩
寺遗址公园的时候别错过。

喜欢传统戏曲的戏迷朋友，可
以到瞻园和南京博物院茶馆、小剧
场，观看南京市越剧团的精彩演出。

此外，元宵节当天，南京市杂技
团还将在南京星空剧场带来一场
《快乐速递-星空璀璨·魔幻秀》。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场魔术杂
技秀把独特新颖的魔术和中国传统
杂技相结合，采用高科技手段的声、
光、电，混合音乐舞蹈等多元化元
素，融入青春与童趣的代表符号，很
适合带小朋友一起去观看。

2月 24日元宵节，也可以选择
以一场音乐会来度过。

当晚，《龙腾虎跃——2024 南
京民族乐团元宵节音乐会》将在江
苏大剧院奏响。本场音乐会选取的
曲目不仅在音乐上展现了传统与现
代的融合，更在主题上契合元宵节
热闹欢腾、团圆美满的氛围。

而唐代礼乐复原组在南京保利
大剧院带来的《千年唐乐》音乐会，
则将带乐迷重回盛唐。据悉，演奏
所用曲谱源自各种传世唐乐古谱，
有些几近失传，有的曲谱甚至是唐
皇亲自谱写。经过唐代礼乐复原组
的搜集、研究和解译后，这些古谱被
整理打制成唐乐文字谱。在舞台表
演时使用这种文字谱，堪称一绝。

陈丽君要来了，演绎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经典大戏

干脆利落的身段、坚毅凌厉的
眼神、甜蜜眼神的互动……去年，凭
借在越剧《新龙门客栈》中的出色表
演，陈丽君、李云霄在社交平台上火
出了圈。她们在演出中融入了新元
素，使传统越剧焕发出了新时代的
独特魅力，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对越
剧这一传统戏种的关注。而她们的
演出，更是一票难求。

这一次，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带来
的这股越剧风，终于要刮到江苏了。

2月 24 日、25 日，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经典剧目《五女拜寿》和《陈
三两》将相继在扬州运河大剧院上
演。2月 27日、28日，该越剧团则
将先后在南京保利大剧院演绎越剧
《钱塘里》《陈三两》。

其中，《五女拜寿》是浙江小百
花越剧团的立团剧目和开山之作。
从1983年问世至今，该剧四十年来
常演不衰、历久弥新，先后被多个剧
种移植改编。《陈三两》同样也是越
剧的经典剧目，是一出告别“风花雪
月”的越剧大戏，将由李云霄、王肖
龙、陈丽君主演。

李云霄与李霄雯、周艳主演的
《钱塘里》，则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的首部现实题材越剧，呈现的是富
有烟火气的百姓生活，是杭州里巷
最真实的写照。该剧先后入选文旅
部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浙江
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浙江
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浙
江省舞台艺术创作重点题材扶持项
目，获浙江省戏剧节兰花奖新剧目
大奖，并入选2022年度浙产原创优
秀文艺作品品位榜。

音乐分享会、音乐节
……潮流活动嗨不停

2 月，江苏的音乐活动依然嗨
不停。

2 月 4 日，2024 姚琛冒险玩家
音乐分享会-南京站将在南京太阳
宫举办。1998年出生的姚琛，因音
乐综艺《创造营 2019》被观众熟
悉。回顾2023年，“冒险玩家”姚琛
完成一张实体专辑、一张个人EP，
同时也穿梭在不同城市，在不同的
音乐节舞台上散发魅力。火山打
歌、雪山巅高举国旗……姚琛一步
步探索他的音乐世界、展现世界之
美。在冒险玩家音乐分享会上，姚
琛将与粉丝一起畅聊“关于姚琛的
2023”。

2月14日，火山屿海浪音乐节将
在扬州梦幻城举办，活动邀请了曾经
是BEYOND乐队成员之一的叶世
荣。40年前他们是音乐骄子，40年
后他们依旧海阔天空。2005年BE-
YOND乐队解散后，叶世荣始终坚持
着自己的音乐理想，绽放着属于自己
的光芒，这场火山屿音乐节，他将带
给乐迷很多经典作品。

年夜饭怎么吃才有味儿？
有文化的吃货这么说……

越剧女小生陈丽君要来江苏啦
传统民乐、戏曲、音乐节……2月演出看点都在这里

2月一到，春节的脚步更近了。
除了春晚值得期待，线下有哪些精
彩演出可以一看？传统民乐、戏曲，
炫酷杂技和魔术，潮流live秀和音乐
节……就连全网火出圈的越剧女小
生陈丽君都要来江苏了。

实习生 李道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鸣 宋经纬

吃货有文化，文人菜
主打清雅

“中国人的每一个节日都跟
吃有很多关联。每次过节，我们
总想着吃点什么，每年的年夜饭
更是万众期待。所以年底策划
了这样一场美食文化展览，展示
和吃有关的文化现象、特征、规
律以及跟美食相关的故事。”南
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韩超
介绍。

从南北朝起，人们已经开始
编撰类似食谱的书籍。此次展
览堪称“食谱大集结”，展出了南
图馆藏的部分关于吃的典籍：元
代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
正要》记录了宫廷药膳的做法，
南宋文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
供》主打素食中的山野风味，清
代文人袁枚的《随园食单》记录
了326种南北菜肴，清人顾仲编
的《养小录》以记载江浙地区饮
食用料和风味为主……

“食谱可以看出不同人的饮
食观念。”韩超介绍，袁枚自称平
生有九大爱好，第一是吃饭。他
每当在别家吃到了美味的菜肴，
就让自家厨子前去学习。通过
《随园食单》，读者能感受到袁枚
对于饮食的钟爱与坚持：他讲
究，认为“豆腐煮得好，远胜燕
窝”；他挑剔，批评南京名菜炖生
敲“制鳝为炭，殊不可解”。

而拨霞供、满山香、碧涧羹
……这些清雅脱俗的名字，都是
《山家清供》里的菜名。菜如其
名，新巧、清雅。

胡炮肉、浓缩果汁在
古代已风靡

即使不是食谱，《齐民要术》
等农书、《本草纲目》等医书、《居
家必用事类全集》等百科全书都
避不开谈吃。

韩超说，南北朝《齐民要术》
是一部农书，也记载了很多当时
的菜式及其做法。从书中可见，
当时我国的烹饪技术已达到了
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已将烧、烤、
蒸、煮、炖、熬、煎、炒等技术和
盐、醋、酒、葱、豉汁、橘皮等调味
品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的制作

中。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元代

的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式的通书，
不仅记载了包括荤素菜肴、面
点、调料等的制法，还记载了不
少饮料的做法，包括“诸品汤”

“渴水”“熟水类”等诸多门类。
民族风味胡炮肉在南北朝时

期已有记载，浓缩果汁在元代已
是“居家必用”……这些都在典
籍里有着“原汁原味”的记录。
《齐民要术》卷八记载的“胡炮肉
法”从选用香料品种之多、做法
之细以及香料的产地来看，融合
了多民族的烹饪技法。

关于吃的大小事儿，
真不少

民以食为天。吃这件事儿，
看似日常小事，但也可以很重
大。这场展览，搜罗了典籍里记
载的古人关于饮食的礼仪、规
律、智慧、典故等。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
初，始诸饮食。”就是讲礼仪制度
起源于饮食礼仪。《周礼·天官·
膳夫》记录了“周王的豪华套
餐”，礼制规定下的王室饮食有
着特定的膳食结构。《论语·乡
党》详细记录了孔子对日常饮食
的要求，包括“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等。

展览最后一个章节“食之
典”，选取了和美食相关的典故。
比如，《淮南子》有“临河而羡鱼，
不如归家织网”，《三国志》中有曹
操和杨修关于“鸡肋”的故事，《史
记·殷本纪》中商纣王过着“以酒
为池，悬肉为林”的生活，《世说新
语》中的“望梅止渴”和《三国志》
中的“画饼充饥”有异曲同工之
妙，《枕中记》讲述了一个人闻着
煮饭的香味儿入梦……

现在许多吃货看到美食，都
会说到“食指大动”。这个成语
出自《左传》中的一个故事，背后
是美食引发的一场政变。《史记》
中也记载了一场很可能影响历
史走向的“饭局”，那就是著名的
鸿门宴。

“每一道佳肴的背后，或多或
少都有一点故事，或凄美、或悲
壮、或浪漫、或离奇……食之典，
思无限。”韩超说。

年夜饭开始准备起来了吗？要不要参考一下宋代文
人食谱、元代宫廷药膳……

2月1日，南京图书馆新展“食为天——中国古代饮
食文化典籍展”开幕。本次展览在传世典籍中探索中华
饮食文明，从饮食的礼仪、道义、制作、效用、典故五个方
面来展现中国古代关于“吃”的思想、文化和意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文 钱念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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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两》 图片来源：扬州运河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