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0年6月3日 星期三

声名大噪

日前，赵树宪把他亲手制作的南京绒花挂匾《抗疫
英雄颂》赠送给江苏省援助湖北医疗队，挂匾上红艳艳
的梅花傲雪斗寒，遒劲的枝干充满生机。他说，这幅南
京绒花是他用一周时间一气呵成的。

“梅花是南京市花，有不畏艰险、勇敢顽强的寓
意，用来象征在抗疫一线斗病魔的医护人员非常恰
当。”他特别指出，梅花总是整枝开放，哪怕最小的骨
朵也不会遗漏，也可以用来表示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医护
人员的庇护。

赵树宪制作的梅花，已不是第一次在公共事件中发
挥作用。他的微信头像，是南京市宣传部门 2018 年为
南京城市形象做的宣传海报的一部分，上面也有一枝赵
树宪制做的梅花。

赵树宪近年来声名大噪，是因为东阳欢娱影视公司
2018年出品的电视剧 《延禧攻略》。参照剧组提供的图
片，他制作了 19 款发饰，有菊花、福寿三多、摇钱树
等，分别用于富察皇后、魏璎珞、娴妃、尔晴、明玉等
剧中的女性角色。这部剧反响不俗，南京绒花也随之受
到关注。

其实在这之前，赵树宪已经成名。“如果没有一定
的知名度，欢娱可能不会发现我。”他也称赞欢娱眼光

独到，为非遗的宣传推广做了实质性工作。在此之后也
有影视作品采用了他的绒花。但赵树宪并不过多关注影
视业，因为这并非绒花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

他说，如今喜欢南京绒花的，有中国数百万喜欢穿
汉服的年轻人，有前来观摩的丹麦、荷兰等外国设计
师，也有前来寻求合作的香水品牌帕尔玛之水，还有联
合利华的沐浴露、洗发液等。

继承创新

在人们印象中，一提绒花，好像制作者就应该是
女性，其实并不是。赵树宪介绍，除了南京，北京、
上海、扬州等多个城市也有这门手艺，老师傅都是男
性，“不像绣花，绣得好的确实都是女性，也就是‘绣
娘’”。

1973年进入南京工艺制品厂学做绒花时，赵树宪才
19岁，一点儿都不懂不会，从头学起。当时，工艺美术
是中国出口创汇的大户。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这一行
业整体衰落，他也不得不离开，去一家地图出版社做了
图文编辑。

2008年，南京市整理挖掘自身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绒花拂去尘埃，重现于世。赵树宪因为以往在这行
当里的突出技艺，重操旧业。

兜兜转转回来，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赵树
宪回归了绒花的根本：真的做花朵。他认为，传统上绒
花虽然叫花，但并不是做花朵，而是做有各种各样寓意
的图案，比如岁寒三友、百事如意、吉庆有余等。新中
国成立以后，人们的审美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他把以
往绒花颜色的大红大绿，发展成了既艳丽又清雅。他还
挑战了各种花形的制作。

赵树宪的作品，一眼就能让你看出和别人的不同。
问他有什么绝技，他只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至于
绒花为什么可以成为新国潮，他说：“凡是留下来的传
统技艺，都是因为和现实有关联，融入了百姓生活，没
有融入的自然就被淘汰了。”

老当益壮

赵树宪的微店有点特别，几乎所有图片上都盖着
“已售完”的水印，绝大部分时间悄无声息。他介
绍，微店一般每个星期只上一次货，价值 10 万元左
右，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抢购一空，其余时间就是
休眠状态。

54 岁，赵树宪二次创业，在南京民俗博物馆里挂
牌成立工作室；去年，他 65 岁，又开了公司：南京梧
翊凰非遗文化有限公司。他的老朋友们投资了 100 多
万元。

好的一面是不愁客户，不太好的一面是产品供不应
求，订单要等半年才能交货，零散订单等的时间更长。

公司现在招收了十几个年轻人，都有大学本科学
历。每个员工都必须先培训至少半年，才能上岗。因为
绒花全部手工制作，公司根据市场行情，确定一个款式
后，每个月就量产这一款。他说，开公司要让投资者不
亏本，就必须量产。

《延禧攻略》 播出后，富察皇后佩戴的“福寿三
多”最受欢迎，至今仍有很多顾客订做，有的隔了很
久还没有收到货，大家也很理解。有位买了 18 次绒花
的老顾客在微店留言：“南京绒花这些‘慢慢地做’才
能精致的手艺，只有一代一代地传承，才能保护其不
被湮灭于历史的长河。期盼像赵老师这样的‘守’艺
人，能够通过收徒传艺、注资重组等方式，将这门技
艺发扬光大！”

开朗开明

赵树宪目前没有做绒花的普及工作，也没有做出
口，虽然他年轻时对出口已经熟门熟路。他说，这门手
艺入门难，孩子们玩的“毛根”，其实类似于给面包袋
收口的系绳，和绒花差别很大。他没有做出口的原因之
一，是认为有的绒花出口到海外，是低档产品，比如绒
鸡就只是复活节的小礼物。

但他和几个国际大牌的合作，无论是做大牌的包
装，还是做橱窗的陈列，都有相得益彰、互相增色之
感，令国人为传统手工艺骄傲。

赵树宪认为，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
大牌都想在产品中融入中国元素，无论行销世界还是希
望重点行销中国的货品。

目前，他的公司每个月能生产 1000 枝花以上，产
值 20 万元以上，大部分人员和生产能力放在头饰生产
上。将来，他希望扩大生产，分出头饰、胸饰、车饰、
摆件等清晰的条线，各有专长。他也将和国际大牌进一
步合作，只是目前由于国外疫情，有的合作项目没有宣
布。

赵树宪性格开朗、思想开明，有知识有文化有见
识，能做能说擅长表达，这在手艺人当中难能可贵。他
少年时因病导致腿部残疾，常年拄着拐杖，但他说：

“自己不要把这个当回事。我双手没有问题，头脑也没
有问题。”他曾经在一次演讲的开头中说：“如果你把我
这次演讲当做励志演讲，就要失望了。”在那次演讲
中，他更多谈的是手艺人完全可以凭此养家糊口，“这
是一门职业，不仅仅是业余爱好。”

他也特别向记者强调，手艺人并不是所谓“坐冷板
凳”“最耐得住寂寞”的人，在他看来，任何职业要想
做出成就，都要自甘寂寞，有默默努力的过程，都应该
勤勉专注、安静从容。

近日，民政部区划地
名司、《中国地名大会》 节
目组面向社会公众发起了

“我所知道的地名故事”征
集活动，旨在通过文章、短
视频、歌曲、绘画等形式，展
现人与地名间的情感联系，
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

汉 语 里 有 个 词 叫 地
标，在词典里的意思是：

“指某个地方具有独特地理
特色的建筑物或自然物，
游客或其他一般人可以看
图而认出自己身在何方，
有北斗星的作用，如摩天大
楼、教堂、寺庙、雕像、灯塔、
桥梁等。”地标的作用，除了
给迷路的人辨别方向、提
供参照，还能够勾起人们
内心深处的情感归属，就
如看见袅袅炊烟，外出归来
的 旅 人 总 是 感 觉 亲 切 一
样。而我们要留下的，正
是一个关于故乡的“记忆
地标”或“情感地标”。

故乡就如生养父母，于世人有着非凡的
意义。有道是，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
母去，人生只剩归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当下的城市与农村，关于故乡的印记越
来越少，故乡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日渐模糊。

好在写作者可以用笔墨记录时代。就保
护、传承地域文化而言，笔者认为有两件事
可做：其一，对现有的关于地方文化的文本
进行梳理和再创作，对过去做一个系统的研
究。当然，这种梳理和研究须去芜存菁，在
文字转述间融入自己的理解，并发现新的内
容。其二，以笔墨记录当代人、当代事、当代风
物。以文字为见证，也是弘扬地方文化的一种
途径。昨天于今天而言是历史，今天于明天而
言亦是历史。在文艺作品创作中融入地方元
素，也是为后来者留住过去、留住历史。

其实，住得久了，写得久了，生活的地
方自然而然会对作家的写作及其心灵成长产
生影响，正如绍兴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
舍，成都之于李劼人。即便是业余写作者，
写文章时也常常提及自己的故乡，似乎是一
种发自本能的下意识的行为。

有位作家曾说，文学作品最大的韵味不
在文本里，而在文本结束之后，在于之后延
伸出去的一部分。换言之，记录故乡、记录
一个地方的社会百态、文化习俗，只是拉开
了序幕，真正的精彩是读完某个文本以后，
读者内心深处绵延不尽的激荡、层层叠叠的
思考。如果自己关于故乡的文字让人读完后
意犹未尽、百转千回，于一名写作者而言，也
是一种莫大的自豪吧。

本报电（杨 鸥） 中国诗歌学会日前在浙江省兰
溪市举办的首届“童诗中国论坛”云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自今年起，每年6月为“中国诗歌童诗月”，“童诗
中国论坛”永久落户兰溪。

“每一个诗人为孩子写一首童诗，每一个孩子为父
母写一首童诗”，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说，“诗教
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是最早最久最独特的重要教育方
式之一。中国诗歌学会发起童诗‘集结令’，是成人和
少年儿童之间以童诗为媒介的相互呼应和深情对话的

‘集结令’，更是诗教的秉承和发展。希望这种呼应和
对话的效应，使更多的诗人与孩子一道，用‘写’童
诗的眼，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发现这个时代的美，发
现中华民族的美。”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中国孩子是在诗歌中成
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塑造了中国和中国人。
几十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必须随时亲近诗歌，这样
会提醒我们：诗歌与孩子的成长休戚相关，诗歌与我
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休戚相关。”

由国务院新闻办对外推广局、湖南省政府新闻办
指导，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支持，芒果
超媒、芒果TV出品的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近期
播出。节目以外籍体验嘉宾的视角，围绕中国在科技
创新、环境保护、农业科学、天文科学、援外医疗等
领域，聚焦默默奋斗在这些领域的中国人，探寻其中
独特的中国故事。

《闪耀的平凡》 共 15 集，每集 10 分钟。其中有新
一代水稻研究者的故事，也有通过直播带货、带领当
地百姓实现脱贫致富的年轻人故事；有派遣医生援助
非洲的故事，也有改变濒危动物命运的熊猫保育员的
故事。中国培育的超级杂交稻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
巨大贡献；中国治沙技术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中国
方案……节目通过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方式，让观
众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的深度关联，感受到中
国与世界携手同行、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从而全
面、真实、立体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

邀请安东尼·莫尔斯、欧生·优丽两位外国嘉宾担
任观察者、体验者，是 《闪耀的平凡》 的一大特色。
两位外国嘉宾深入到田间地头、街头巷陌、车间工
厂，与主角一同种植水稻、直播卖货。相比中国人

“自己讲”，节目巧借外国人的体验式叙事，让中国故
事呈现得更加客观有力和自然生动，为中国故事的对
外传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日前，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见证现实——老工业基地及三线建设摄影展”
第二站巡展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行。

展览在 2019 年重庆美术馆首展成功的基础上，
从长江上游的工业重镇重庆来到长江下游的上海，
由来自全国的 30 余位摄影艺术家带来 200 多件摄影
艺术作品。

这些艺术家对重庆市、上海市、辽宁省、河北
省、浙江省、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的老工业基地
以及三线建设的人、事、物，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来进行拍摄，通过对现状的个人呈现，追踪、挖掘并
保存历史面貌，见证现实。

展览由四川美术学院主办，分为“老工业基地”
和“三线建设”两大板块。策展人之一王林表示，希
望通过这个展览，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这不仅是个
人记忆，也是集体记忆。他认为，历史的厚度和人文
温度的重合，是本次展览的最大特点。

与首展相比，这次上海巡展呈现的作品一脉相
承，只是根据场地和当地观众的特点，在陈列上进行
了部分调整。

除摄影作品之外，展览还纳入了影像和装置作
品，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形态。“虽然名为摄影展，
这实际上是一个影像展。摄影与动态影像有其一致性
和内在的相通性，都是复制时代的文化艺术形态。”
王林认为，现场加入影像和装置，让展览不再是简单
的平面呈现，而是一个观众可以进入、可以穿插的多
元文化空间与视觉艺术观看现场，能够让观众和作品
产生更多的互动。

许多老一辈的观众看了展览很感动，因为这就是
他们曾经的经历；对于年轻观众来说，更多的则是惊
奇：一个摄影展呈现了多种场景，是一种全新的艺术
体验。“希望用一个更加多角度、多样式、多元化的
展览，让观众特别是年轻人产生新奇感、新鲜感，把
历史的记忆与当下的文化语境更好地连接起来。”王
林说。

蚕丝为肉，铜丝为骨，经过
滚绒、打尖、传花、粘花 4 个步
骤，“绒花制作技艺”江苏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树
宪，凭着精确的手感、高超的技
巧和丰富的想象力，让一朵朵五
彩缤纷、栩栩如生的南京绒花，
在指尖绽放。

绒花从唐代起就是宫廷贵族
女性的头饰，后流传至民间。赵
树宪以故宫清代皇室发饰图片为
本，从形状、颜色等方面进行二
度创作和创新，借助 《延禧攻
略》 等影视作品的影响，使绒花
广受中外人士喜爱。他和他的绒
花，如今都成了网红。

赵树宪：做绒花的网红爷爷
本报记者 苗 春

留
下
故
乡
的
﹃
情
感
地
标
﹄

潘
玉
毅

留
下
故
乡
的
﹃
情
感
地
标
﹄

潘
玉
毅

“中国诗歌童诗月”启动

本报电（小 章）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及湖
南美术出版社主办的“境由心生——贺羽风景写生作
品展”在798艺术区美仑美术馆·圣之空间开展，为夏
天增添了一抹明亮美好的色彩。

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家贺羽，曾在 2014
年、2016年两度为国庆绘制天安门广场巨幅孙中山先
生像。他的风景写生作品，以柔和的绘画语言对可视
物象色调和空间的真实感进行清晰传递，既能将现实
景物的固有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又能够把主观的感
觉和分析融入其中。

贺羽风景写生作品展在京开展

秋日的湖面 贺 羽作秋日的湖面 贺 羽作

印象·钢之魂 袁伯成摄印象·钢之魂 袁伯成摄

《闪耀的平凡》

展现中国奋斗者形象
郑 娜

用影像再现城市工业变迁
本报记者 赖 睿

图① 图②

图③

图①、图②：赵树宪的绒花作品
图③：赵树宪制作绒花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