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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了儿时记忆

外地人喊他“收旧货的”，县城的人称
呼他“馆长”，村民叫他“书记”。

他叫刘良，是宽城满族自治县大石
柱 子 乡 大 闫 杖 子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黑 皮
肤、宽脸庞，话不多、爱笑，59 岁的刘
良是典型的村里人形象。但他的爱好就
不那么典型了——收集老物件，而且一
干就是 20 年。

“我就是想留住小时候的记忆。”刘良
是满族人，他向记者说，很多具有满族特
色的物件正在消失，把他们收集起来，对
传承满族文化很有意义。

老物件散落在各地，刘良不仅跑遍了
承德市，还经常去周边的河北省秦皇岛
市、辽宁省凌源市等地“淘宝”。刘良自称
是“收旧货的”，见到老宅子就上前敲门。

2001 年，在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
县，刘良敲开了一处老宅的门。

“收旧货的。有东西卖吗？”
“进来瞧瞧吧。”开门的是一位老人。
几句寒暄，刘良得知，老人也姓刘，

已经 105 岁了。“应该有不少宝贝。”刘良
想。果不其然，屋里的一块年画刻板引起
刘良的注意。

“这刻板是用来做灶爷灶奶年画的吧？
这个少见，我就要它了！”刘良脱口而出。
老人却摆摆手，“这个不卖。”原来，这是
老人的爷爷留下的，老人舍不得卖。

刘良怅然离开，但不甘心。之后，他
又登门3次，软磨硬泡，仍以失败告终。

刘良又打听到，刘姓老爷子的亲家在
大石柱子乡，于是，他赶紧找到这位亲
家。在亲家的劝说下，老人终于以 1650元
的价格，将刻板卖给了刘良。

刘良向记者展示了这个刻板，然后开
始介绍刻板的工艺。那股兴奋劲儿，像是
刚刚得到这件宝贝一样。

就这样，跋山涉水、走街串巷，刘良
收集到了上千件物品。起初，他将这些老
物件放在村部的两间空屋子里。后来，慕
名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保
留和传承满族文化，刘良多方筹措资金，
在大闫杖子村建起了一座满族农耕文化博
物馆。老物件进馆展出后，刘良的名气更
大了，来的人更多了。

可是，大闫杖子村离县城将近 80 公
里，而且群山环抱，出入很不方便。博物
馆要不要搬出去？搬去哪儿呢？

正当刘良琢磨的时候，县领导来牵线

了。原来，县城也有一位满族老物件爱好
者。她叫张雅丽，满族人，是承德宝琢酿
酒有限公司总经理。

初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合作方案
很快敲定。张雅丽出地方，将城郊酒厂的
几间屋子腾出来做博物馆，并负责日常运
维。刘良则把收集的老物件搬来，担任
馆长，并继续到各地“寻宝”。之前，刘
良买老物件花了几十万元，钱都是借来
的。现在，有了张雅丽的资助，刘良没了
后顾之忧。

2017 年 7 月，宽城满族民俗文化博物
馆开馆。博物馆收集整理了以满族文化
为 代 表 的 生 活 用 品 、 文 献 典 籍 等 物 件
3000 多 件 。 刘 良 说 ， 新 的 博 物 馆 更 宽
敞，交通也方便，观众多的时候，一天
就有五六百人。

其实，博物馆里的不少老物件，刘良
和张雅丽也辨认不出是什么。“有老人来参
观，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会马上记
下来，之后再去考证。”张雅丽说，很多老
物件虽然没有太大经济价值，但承载了满
族人的记忆，是无价之宝。

刘良带着记者参观了博物馆，最后驻
足在一个满族花轿前。这个花轿有一个缺
憾，少了轿子顶上的龙头。抬轿子的人有
个规矩，人在，龙头不卖。“最近听说老人
去世了，我准备把龙头买回来，要不然可
能就散失了。”刘良说。

传承文化能致富

在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张桂贞是
一位小有名气的传奇人物。她右臂伤残，
却是民间工艺美术家。她是汉族人，却传
承了满族的铁编技艺，再把技艺传授给不
少满族村民，带动他们脱贫致富。

9月初，记者来到张桂贞家，只见大门
口的牌匾上写着“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
乡二道营村非遗就业扶贫工坊”。走进屋
子，几位大婶儿在扎骨架、糊彩绸，张桂
贞则在一旁指导。她们正在做满族宫灯。

丰宁满族铁编技艺经过 200 多年的传
承发展，将绘画、剪纸、编织、刺缝等艺术元
素融入其中。张桂贞是铁编技艺传承人。

“你是汉族人，为什么选择传承满族技
艺？”记者问。这也是不少人见到张桂贞后
会问的问题。

张桂贞说，这要从爷爷那一代说起。
她的爷爷是生意人，走南闯北，学会了不
少手艺，包括满族铁编技艺。张桂贞的父
亲是木匠，手也很巧，传承了这项技艺。

张桂贞同样心灵手巧。小时候，她观察过
父亲做灯笼，几次下来，就学会了。

1997 年，张桂贞做起了满族铁编技艺
宫灯。“那时候巴掌大的灯笼我一天能做十
几个，一个卖 3 块钱，扣去成本，能挣两
块多。”张桂贞说。乡亲们看到她扎灯笼挣
钱了，都跑来学。这其中，就有张桂贞的
四嫂赖树枝。

赖树枝是满族人，2002 年之前，在村
里种地，一年收入只有几百块钱。现在，
赖树枝白天在商店卖东西，晚上做灯笼。

“一个灯笼批发价 30 块钱，她一晚上起码
做3个。”张桂贞说。

张 桂 贞 没 有 算 过 总 共 教 了 多 少 人 ，
但一年几百人是有的，有满族人，也有
汉族人。

张桂贞的人生真正发生转变，是从
“非遗”二字走进她的生活开始的。

2016 年，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工作
人员找到张桂贞，说要帮她录视频，申报

“非遗”。录视频的人一进村，就被乡亲们
围住了。

“录片干啥用呢？”
“这是给我录‘非遗’呢。‘非遗’就

是老辈传下来的手艺，录这是为了宣传咱
们的传统文化。”张桂贞现学现卖，其实她
之前也不知道什么是“非遗”。

如今，丰宁满族铁编技艺已是河北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8 年，在县旅
游和文化广电局的支持下，张桂贞的“非
遗”就业扶贫工坊成立了，很快，周边四
五个村的近百人加入了工坊。

张桂贞今年 55岁，年轻的时候，她连县
城都没去过几趟。如今，她天南海北到处飞。
哪里举办“非遗”博览会，县里就安排张桂贞
参加，以扩大铁编技艺的影响力。

在成都的一场博览会上，张桂贞的任
务只是表演铁编技艺。没想到，不少观众在
现场等着她编，编完后立马买走。“带的铁
丝都不够用了。”说完，张桂贞笑了起来。

在秦皇岛市的一场博览会上，张桂贞
获得了另一份惊喜——收了一个研究生徒
弟。“她是河北大学的研究生，看了我的表
演后，很喜欢，跟我说一定要学。”张桂贞
说。这个徒弟在现场学了半天，然后加了
张桂贞微信，之后张桂贞就在线上指导
她。一周后，徒弟制作的灯笼已基本合
格。“很开心！只有年轻人对铁编技艺感兴
趣，它才能传承下去。”张桂贞说。

2019年，工坊收入40万元，利润20万
元。在工坊的库房里，记者看到满满一屋
子灯笼系在一起。“这是客户预订的，过几
天就发货。”张桂贞说。

居委会里有“红娘”

居委会主任一定是“所长”，这是潘家
沟社区的传统。

这个“所长”是少数民族婚介所所长。
潘家沟社区位于承德市双桥区，隶属于潘家
沟街道办事处。社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少
数民族以回族居多，占辖区总人口的 42%。
在这个社区里，大龄未婚男女较多，择偶面
比较窄。针对这一情况，2012年3月，潘家沟
社区成立了少数民族婚介所。

说到婚介所，就不能不提张秀申。她
曾是潘家沟社区居委会主任，回族人，今
年已经80岁了。

一见到记者，张秀申就从包里掏出一
张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对对夫妻的
名字——都是她介绍成的。

1997 年，张秀申从制药厂退休，街道
办领导请她当潘家沟社区居委会主任。亲
朋好友劝她：“可别干这事儿，受累又得罪
人。”她却说：“在家待着干嘛？不如为老
街坊们做点事情。”

以前社区居民会闹点儿小摩擦，为此，
张秀申动了一番心思。她组织了一支秧歌
队，聘来了教师，买来了磁带、扇子、彩绸。到
了傍晚，音乐一响，男女老少都被吸引了出
来，扭起了秧歌。这样一来，没人总泡在麻将
桌上，也没人生闲气了。

社区和睦融洽了，但张秀申还是觉
得有点美中不足，那就是一些大龄男女
没 对 象 。 撮 合 姻 缘 ， 这 可 是 张 秀 申 的

“老本行”。
早在 20多岁的时候，一见年轻人，张

秀申就喜欢问：“有对象了吗？”当上居委
会主任后，她的这个“爱好”可发挥了大
作用。

白士龙和夏淑芬就是经张秀申介绍认
识的，两人已经结婚 44 年，一直恩恩爱
爱。在张秀申的名单上，白士龙写作“白
大力”，这是白士龙的乳名。“我相信张大
姐，她介绍的人肯定错不了。”一边说着，
白士龙一边望向夏淑芬。

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在潘家沟
社区居委会，记者看到了一封感谢信。写
信的人叫钱洪权。信中写道：“张秀申主任
待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老伴儿生病
住在中心医院，张主任也正患脉管炎，腿
和脚水肿得厉害，走路十分疼痛。在那种
情况下，她仍多次到医院探望，连送来的
肉饼都是热乎乎的。”

自张秀申起，以后潘家沟社区历任居

委会主任，都要担起“红娘”的角色。现
任居委会主任李博就刚刚撮合了一对。面
对记者，男方有点儿腼腆，但一说到这段
姻缘，一脸的甜蜜。

李博说，以前结婚，主要是回族与回族结
合，现在回族和汉族结合越来越多了。经婚介
所介绍成功的新人里，有近一半是回汉结合，

“只要双方情意相投，哪个民族的都好。”
8年时间，少数民族婚介所越办越有影

响力，不少其他社区的未婚青年过来登
记，现在已经收录了 200 多人的信息。潘
家沟街道办事处对婚介所也很支持，专门
辟出房间，还为各种相亲活动准备小礼
品。“婚介所马上要换到大房间里去了，有
了更大的活动场地，希望能介绍成更多好
姻缘。”李博说。

和合承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潘旭涛

走进西岔沟村，就像翻开了一部满族文化丛书。
索伦杆高高竖起，图腾柱挺立路旁，手绘点缀

围墙，彩旗迎风猎猎……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
治县化皮溜子镇西岔沟村，满族人口占80%，入选
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其实，西岔沟村并非一直都是这么美。曾经房

屋老旧，一片脏乱。201 4年起，在承德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等单位帮扶下，村里开始组织村民清理垃
圾、拆除烂墙、改造民宅、修建亭廊，才有了如今
的满韵旗风。

承德市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有3个自
治县和3个民族县、26个民族乡、1775个民族村。

承德市有54个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
市总人口的46.39%。

如今，秉持“和合承德”的时代精神，承德
努力构建各民族相互尊重、团结融合、和睦共处
的精神家园。各民族推动这座具有浓厚历史、文
化、民族积淀的城市更加繁荣发展。

清一条河道，换来
的是一声声赞许；修一
条马路，赢得的是一片
片喝彩。在承德市采访
时，记者切身感受到，
民族团结最现实的表现
是民生改善。民生改善
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才有支撑。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
凝聚人心。在采访中，基层
干部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很
实在：应该多搞一些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
办一些顺民意、惠民生的
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
众牵肠挂肚的问题。

一件实事就是一份
温暖，这份温暖，各族群
众能真切感受到。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在一个回族
聚居区，一位居民直接将
感谢信贴到了社区干部
家门口。细读这封信，里
面的内容都是些小事、实
事——送米送面，调解纠
纷，探望病人等。

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
团结，最管用的是凝聚人心。办实事，最
贴民心，也最能暖人心、稳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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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贞向记者展示她做的宫灯。

▲两代“红娘”张秀申 （右） 和李博
（左） 在接受记者采访。

▼西岔沟村的满族索伦杆。 ▼西岔沟村满族颁金节上表演的舞蹈。
郝振平摄

▲在宽城满族民俗文化博物馆里，刘
良向记者介绍他收集的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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