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文化 1212 2024年 7月 23日 星期二

微风轻拂，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常屯乡东

王目村一处庭院里，悬挂在晾架上的多彩土

布随风轻舞。穿过庭院，步入屋内，国家级

非遗项目传统棉纺织技艺（威县土布纺织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爱国，正在织布机前指

导学员学习纺织技艺。

手握机杼来回推拉，一把磨得发亮的木

梭子在两排棉纱间穿梭，随着一声声清脆的

撞击声，经纬交错间，一块纹路清晰的土布

逐渐成形。

“这样纯手工织出的面料会在纱线间形

成很多孔隙，可以快速散热，给人带来凉爽、

舒适的体感。”陈爱国边织边说，土布通透性

好，有吸汗透气的效果。眼下已经进入一年

中最炎热的“三伏天”，穿土布做成的衣服非

常合适。

土布的清爽感离不开其独特的织造工

艺。土布又称粗布。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历

史悠久。威县土布纺织工序繁多，从采棉纺

线 到 上 机 织 布 ，要 经 过 大 大 小 小 72 道 工

序。织出的布因工艺不同可分为平布、提花

布、别花布。其中，别花布是土布织造中织

法较为复杂的一种。

“有字还有画，你看这别花布多好看。”陈

爱国拿起自己刚刚织好的作品介绍，别花布

是把经线分成 4部分或更多部分，用一把梭或

多把梭在提起的经线中利用特殊的手法织

成。在织布的同时还要把各种精美的图案、

文字织上去，可不是一件易事。

“这是我们夫妻俩的绝活儿。”陈爱国

的爱人高庆海是威县土布纺织技艺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夫妻俩对土布纺织别花技艺

进行了创新，大大提高了复杂纹样别花布

纺织的效率。“传统的别花技艺需要对着一

旁的画稿慢慢数线，创新技艺后，我们现在

只需将画稿放在经纱下，再借助一根小

小的挑花棒按画挑线，便可完成织造，节

省了不少的时间。”高庆海说。不仅如此，

夫妻俩还通过工艺创新，强化了土布图案

呈现的色彩对比，将图案、文字等衬托得更

加明显，也让其纹路更显细腻，在视觉上更

加美观、逼真。

院子的一侧，有一间陈爱国夫妻俩专门

设置的“土布展览馆”。衬衫、裙子、被褥、鞋

帽、挂坠……馆内摆放着由土布制成的不同

品类、不同式样的产品。“非遗要见人见物，

更要走进生活。”陈爱国说，为了更好推广这

项技艺，夫妻俩把土布元素融入服装设计、

家居装饰等领域，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前

两年我们研发了土布手链、耳钉等产品。今

年，我们研发了土布背包，很受市场欢迎。”

陈爱国介绍，目前，他们所成立的公司拥有

6 大系列产品、100 多个品种，年产土布 30 万

米，可生产床品、服装、布鞋、时尚布包、手工

布艺等 5 万余件（套），产品销往北京、天津、

上海等地。

河北威县土布—

经纬交错 吸汗透气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在位于安徽省潜山市油坝乡的舒席产

业就业帮扶车间，一根根粗细均匀的竹篾整

齐排列。工人们正盘坐在竹篾面前，巧手翻

飞，将数千根竹篾严丝合缝地编连在一起，

一张经久耐用、凉爽消暑的舒席即将制成。

“现在天气炎热，舒席也进入销售旺季，

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组织生产。”车间负责人、

安徽唐氏舒席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满结说，目

前该公司的舒席年销售量可达 4万至 5万张。

舒席，又名“龙舒贡席”，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流传于安徽省舒城

县、潜山市及周边一带。

与普通的竹席相比，舒席有何特殊之

处？舒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苏成军说，舒席

做工极为复杂，可分成晾晒、制篾、蒸煮、编

织、收边等 9 个步骤，“我们采用的是 2—3 年

的小叶水竹，这样才能保证舒席质地柔滑又

极具韧性。竹子晾晒后，还要将其制作成粗

细一致的篾片，再进行人工编织”。

如今，篾片制作已经有专门的机械辅

助，编织依然是纯手工操作。编织舒席并不

容易，不仅要用上千根竹篾，编织中的接口

也不能留下任何缝隙。即使是技术娴熟的

编织师傅，每天工作 10 小时，一张 1.8 米宽、

2 米长的席子也需要 3—4 天才能完成。

用料的讲究和复杂的工艺，让舒席具有

不腐不蛀、凉爽消汗、柔滑舒适、经久耐用的

特点。“一床舒席的使用寿命可长达 30 年，

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舒席表面越光滑，散热

越快。”苏成军说，因为这些特点，舒席广受

消费者青睐。

采访中，家住舒城县城关镇的王丽平正

在苏成军的非遗工坊选购：“舒席我们都是

从小用到大，家里的老人现在去浙江杭州住

了，还是想睡舒席，我买两床寄过去。”

舒席拖鞋、舒席箱包、舒席屏风……在

安徽唐氏舒席有限公司，唐满结给记者展示

了该公司开发的多款舒席产品。他介绍，舒

席编织已不再局限于竹席：“现在大家对生

活品质的要求高了，舒席制品不仅外表美

观 、质 朴 ，还 兼 有 以 竹 代 塑 的 环 保 属 性 。”

2020 年，该公司研发的舒席拖鞋获得了中

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银奖。

在当地，舒席编织也成为不少村民的收

入来源。家住潜山市王河镇中河村的周细

娥说，她每隔几天就会去唐满结的工厂，将

制作好的篾片拿回家编织，编好后再把成品

交回厂里，每月收入可达 4000 元。

2023 年初，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公布

了“2022 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王河舒席

“编织灵活就业幸福生活”位列其中。

在王河镇，一个占地 35亩的舒席产业园

即将投入使用。“我们争取了 980余万元财政

衔接资金打造舒席非遗基地，着力推动竹编

非遗工艺研学基地、竹编主题精品民宿餐饮

等项目落地。”王河镇党委书记杨九斤说。

安徽舒席竹编—

手工编织 凉爽舒适
本报记者 罗阳奇

李哲不是在野外“寻秘”，就是在工作室

里“解密”。

地上捡的碎石料、空中飞的改造航模、

电脑里保存的 200 多万张图像，都是天津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李哲这 20 年来积攒的“无

价之宝”。

2003 年的一次偶然发现，让李哲与长城

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读研期间，李哲跟

着张玉坤教授一起研究中国北方堡寨聚落。

一次野外勘探，团队意外发现很多古村古堡

都是明长城的防御单位，此后，张玉坤决定带

着团队研究长城建筑遗产保护与信息技术

应用。

“以前勘测主要靠手工绘图，但明长城长

达 8000 多公里，工作量太大了。”一开始没有

能用的低空飞行民用无人机，李哲就找到航

模爱好者，给航模安上摄影设备，同时又找到

专业机构，提升设备的飞行稳定性。随着无

人机低空信息采集技术的普及，团队研究进

度加快。

2011 年，团队建立起明长城的防御体系

数据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探索矢量

化、数字化整理数据。”2018 年底，已经成为

老师的李哲又带着学生启动了“长城全线实

景三维图像”采集工程。

历经近 6 年时间，日均采集五六公里城

墙，跨越 13 个省区市……团队对明长城全线

超九成人工墙体进行“扫描式”连续图像采

集，“图像可精细到厘米级，连砖缝都可以看

到。”李哲说。

在调研过程中，李哲和团队也发现了长

城的许多“秘密”。比如，引发学界关注的发

现——暗门。

长城的暗门与关、口类似，是一种为通行

提供便利的通关设施。通过数据库比对和实

地踏勘，团队甄别出 130 多处长城暗门实物

遗存，结合舆图，共确认 220 余处长城暗门，

并为暗门构建了谱系。

2023 年底，团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明长

城段首次发现了史书中记载的暗门中最为隐

秘的突门实物。“突门的外侧封堵层结构因脆

弱难于保存，偶有遗迹也极易被误认为是墙

体破损而被忽视。”李哲说，“这也提醒我们必

须加快调研和数字化进程，助力做好长城保

护传承工作。”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长城的数字化工

作，为长城全线做好数字化存档工作，让人们

更全面地认识长城、了解长城。”李哲说。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哲—

我为长城建“档案”
本报记者 龚相娟

■为梦想奔跑R

黑色果冻般的龟苓膏切成小块放入鲜

奶，撒上红豆、西米、五彩芋圆，一份“八宝龟

苓膏”就做好了。

盛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三街两巷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梧州双钱龟苓膏非遗体

验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最近天

气湿热，人容易上火烦躁，吃点龟苓膏下火

祛湿。”南宁市民朱梦说。

龟苓膏，因主要原料是龟和茯苓而得

名，在此基础上搭配凉粉草、金银花等 10 余

味中药材，是岭南地区历史悠久的传统药

膳，也是当地人的夏季必备美食。

龟苓膏配制技艺流传已久。据《梧州

市志》记载：“梧州地处亚热带，气温高、雨

量多，人们易感染热毒、湿毒，引起身体不

适。市民有服用以龟、茯苓等多种中草药

熬制的龟苓膏预防和治疗热毒、湿毒的习

惯。明末清初，市场上就有出售‘龟苓膏’

的店铺。”

2021 年，龟苓膏配制技艺入选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广

西双钱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广西梧州

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产业”）

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保护单位。

“好的龟苓膏颜色黑亮，入口嫩滑有弹

性，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味。”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梧州龟苓膏代表性传承人莫

桂坚是梧州人，从事龟苓膏产品生产近 30
年。他介绍，传统龟苓膏制作需经选材、处

理、洗药、碾磨等多道工艺，对操作者的经验

和手法要求很高。

现在，在梧州龟苓膏生产车间，从提取、

配料、煮膏、充填、杀菌、包装到输出成品，数

字化、标准化流水作业让龟苓膏得以大批量

生产，销往 29 个省份以及 15 个国家和地区。

“借助先进的检验仪器就能精准判断

物料的品质，保障选品质量。”双钱产业质

量管理部副部长颜月月表示，“我们还参照

古法，摸索出一套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和工

艺参数，让机械生产的龟苓膏达到手工制

作的质感。”

现在，一批年轻从业者已经接过了传承

龟苓膏制作技艺的接力棒，颜月月就是其中

之一。今年 33 岁的她已是龟苓膏配制技艺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不仅掌握了传统龟苓膏

配制技艺，还参与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根据年轻人喜好研制了荔枝龟苓膏、杂粮龟

苓膏等新品。

最近她还利用自身食品专业的优势，参

与研究龟苓膏重要原料凉粉草本土化种植

与加工，希望实现原料的质量可控，确保产

品质量稳定。

“希望更多人吃上品质好、健康的龟苓

膏，也要让更多人了解龟苓膏这一非遗背后

的历史文化。”颜月月说。

广西梧州龟苓膏—

传统药膳 清热解暑
本报记者 祝佳祺

早 上 8 点 半 ，黑 龙 江 佳 木 斯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庞海云

和 20 多名学生来到了农林实践

教学基地，今天他们要在田间上

一堂思政课。

正对着基地门口，是一大片

水稻田，稻苗长势正旺。“这块稻

田应用了我们研发的智能催芽系

统。”佳木斯大学信息电子技术学

院教师杜旭介绍，“智能化催芽车

间控制系统已累计催芽生产了近

3 万吨水稻，覆盖了周边的 900 万

亩耕地。”

“智能催芽有哪些好处？”“新

技术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学生

们纷纷提问。

“这套系统不仅具有自动化

程度高、温控精准、出芽快、出芽

率高等优势，而且还能提前 5 至 7
天播种，为增产增收打下基础。”

提及技术优势，杜旭打开了话匣

子，“只有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才

能端稳端牢中国饭碗。”

穿过稻田中的小道，一块写

着“寒地猕猴桃种质资源圃”的绿

色木牌格外醒目。身穿迷彩服的

佳木斯大学生物与农业学院副院

长刘德江在此等候。

“ 大 家 对 猕 猴 桃 有 哪 些 了

解？”刘德江问。

“猕猴桃的原产地是中国，平

时我们常见的猕猴桃由于抗寒性

差，在黑龙江无法栽培。”农学专

业的大二学生姜龙洋抢答道。

“你说得非常对。”刘德江一

边抚摸着灰褐色的枝蔓，一边介绍，“这是我跑了 24 个县市，

经过 5 年的收集和 8 年的驯化，才培育出的适合在北方高寒地

带生长的软枣猕猴桃。”

介绍结束，学生们还在刘德江的指导下，尝试了绑蔓、修

剪枝条、压枝等操作，体验农业技术人员的艰辛与乐趣……

这堂课，庞海云特地邀请农业科技领域的两名老师参与，

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粮食安全思政课。

“这堂课，大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庞海云跟学生们交

流。“我感觉两名老师更像农民！”一名男同学抢答。

“农业科技工作者常年风吹日晒，非常辛苦。正是因为有

他们的辛勤付出，才有了今天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庞海云说，

“过去这里的肥田沃土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大片的沼泽地更是

一片荒凉，流传着‘北大荒，北大荒，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

草不打粮’的俗语。现在的北大仓，‘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

子也发芽’。翻天覆地的变化，靠的是什么呢？”

“科技进步”“国家政策”……

“都对，但我想大家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起到支撑作用的

精神力量。”

“北大荒精神！”同学们齐声说。

“对，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前辈们才能在沼泽荒原上建起

一大批机械化国有农场。”

“田间地头是最好的课堂，实践的热土藏着解决问题的钥

匙。”庞海云总结，“大家要静下心、沉下身去感悟北大荒精神，

学精悟深专业知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返程车上，记者从庞海云与同学们的交流中得知，她还要

到桦南县的农业基地调研。当地教育局正和佳木斯大学合

作，开展“行走在田野间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推进大中小

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

“每次带学生来田间上思政课，都很有感触。就像这地里

的稻苗一样，根扎向大地，经受日晒风吹，才能长得高、长得

壮。”庞海云望向路边的稻田，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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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思政课怎么上R

本报北京 7月 22日电 （记者施芳）近日，北京市公园管

理中心、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联合举办的“艺术公园·美

好生活——2024 北京公园艺术季”开幕。11 家市属公园开展

艺术展览、文艺表演、艺术论坛、非遗体验等 30 余项文化艺术

活动。

艺术季期间，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

进会联合主办中国油画名家邀请展、书画精品展、非遗文化雅

集，颐和园、天坛公园举办北京公园文创大会、北京公园艺术

季当代艺术家论坛、中国当代古乐民乐论坛，北海公园举办

《京派正师》书画精品展览。同时，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

博物馆取消周一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博物馆闭园（馆）的规

定，全面开放接待市民游客，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部分公园

还会开启市集和夜场，推出游园演绎、曲乐表演、民俗体验等

夜游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北京公园艺术季开幕

■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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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楚雄 7月 22日电 （记者叶传增）记者近日从云南省

政府新闻办获悉：中国·楚雄 2024 年彝族火把节将于 7 月 27
日至 29 日举行。

火把节是彝族群众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4 年彝族火把

节将推出避暑游、研学游、观光游、节庆游等系列路线、组织活

动共 121 项，内容精彩纷呈。

此次火把节活动将采用多地联办的方式举行，第一主会

场在楚雄市，第二主会场在禄丰市，共设计了 5 大板块 32 项活

动，包括祭火大典、鲜花巡游、民族歌舞表演、美食展、文创市

集等丰富内容。

今年火把节活动还将通过短视频创作者进行网络宣推，

推出系列“中国火城·浪漫花都”目的地图文、短视频，联动新

媒 体 平 台 推 出 旅 游 攻 略 ，全 方 位 、多 角 度 展 示 楚 雄 的 文 旅

魅力。

云南楚雄 2024年彝族火把节将举行

7月 22日大暑，我国进入一年中最热时段

土布软 舒席凉 飒飒清风药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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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陈爱国在纺织土布。 闫丽静摄

图②：工人在编织舒席。 江 胜摄（人民视觉）

图③：颜月月在展示龟苓膏制作技艺。 曾 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