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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
“国博”）在电商平台上的首页，
一个设计精美的“斗转星移小夜
灯”排在首位。复古的木制底
座，亚克力材质的圆盘上，LED
灯条大有来头。这发光的细线
和星星点点勾勒出来的“星
空”图案，来自宋代的“天文
图”碑拓片。商品留言区下国
博文创的粉丝们褒奖声一片：

“浓浓的文化气息，好看!”曾几
何时，文物是博物馆“深宫大院”
里高冷、神秘且古老的存在，而
如今却化身“网红”，成为各类电
商平台上撒娇、卖萌、小清新、文
艺范的能手。（2019年12月30日

《工人日报》）
故宫、国博、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敦煌研究院、陕西历史
博物馆……如今，在文创产品
的开发和营销中走脑子、下功
夫、奇招频出的博物馆和各类
文博机构越来越多，购买量动
辄百万的文创“爆款”也是层出
不穷。从走到哪儿都千篇一
律，顶多充当个旅游参观纪念
品，到新颖别致、各有“心机”，
谁见都会“爱了”的新文创，我
国文创之路渐入佳境。

文创产品，有了上下五千年
的文化积淀做底气，注定会大受
欢迎。“杏林春燕”首饰、“芙蓉出
水”保温杯，《太和殿的脊兽》《皇
帝的一天》故宫游戏，单听这些
名头，都觉得有文化；何况还有

“创”，传统和经典加上创意与创
新，如同给家里的老宝贝穿上当
下最流行的衣裳，这种反差萌很
吸引人。从曾经的无人问津到
现在大受欢迎，新文创能有如今
的“大欢喜”，着实让人欣慰。但
若想长久受青睐，则大有门道。

好的文创产品不能“简单粗
暴”，绝非文化符号的简单拼接、
历史故事的生搬硬套，应是美学
与文化传承的再造。成功的文
创产品无一不是准确地抓住了
受众心理需求、现代科技与传统
文化的最佳对接点，从“古”上寻
创意灵感，在“今”上找细节落
脚，用最平易的方式讲述最深沉
的历史；好的文创产品不能你抄
我、我抄你、彼此雷同互相山
寨。好的文创产品要把握住自
身特点，打造独特性就会有自己
的市场。

同时，新媒体多样化、个性
化与互动性强的特点给文创营
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新
媒体环境下,每个人既是信息的
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制造者、传
播者。因此，在微博、微信、电商
等平台开展文创营销时传播效
应被进一步放大。同时，新媒体
的强交互性使文创开发单位在
营销过程中能够更敏锐地感知
潜在的消费需求,迅速调整设计
思路和营销方式。再有，新文创
的受众大多是90后甚至00后的
年轻人群，好的文创产品除了要
有颜值、抓眼球外，还能让其参
与互动、有沉浸式体验也非常重
要。拿文创日历来说，有些博物
馆将日历本升级成了一座可以
聆听的图书馆，用手机扫描日历
上的二维码，就能进入“读书
馆”，几天拆读一本经典好书，一
年可以收听50多本书。也有的
撕完一整年的日历，一座包含滕
王阁、秦始皇陵、黄鹤楼等24座
古建筑的小型纸雕艺术品就会
完整呈现眼前，还有的能将原创
插画与AR科技结合起来，用手
机扫描插画就可以体验二十四
节气动态影音景象，让日历中的
美丽风景“触手可及”。

曾经深藏于博物馆的冰冷
文物，被创造性转化成文创产
品，让遥远的历史文化与时代精
神完美融合，与当下每个人的生
活产生联系，摇身一变，成为有
着几千年厚重文化底蕴的大作
品，深受大众的喜爱。但值得反
思的是，从小众的“小欢喜”到普
通大众的“大欢喜”，各级文博单
位和文创机构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中国工艺历史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巧夺天工之美，而蔚县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传承着精美绝伦的百工技艺。乡间手艺人和乡间手工制品是传统乡土生
活独特而重要的标志。

蔚州大地上的工艺种类、工匠行当极其丰富，既是当地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结
晶，也是历史和地域的独特产物。

自古以来，蔚州的匠人包
括木匠、石匠、泥匠、铜匠、铁
匠、锡匠、画匠、麻绳匠、加工毛
皮的毛毛匠……种类数不胜
数，所涉及范围，吃穿住行、日
用家摆，无所不包。各种行当
还都有细致的分类，如木匠就
分为：大木行，细木行，车匠，耧
匠，犁匠，做韛的韛匠，做针锥
把、针葫芦、木碗、响门的旋匠，
拉笼圈的木匠，雕龙刻凤的牙
子匠等。同是石匠有做石磨、
做石碾、做碌碡、刻凿砘耠砬
子、刻石碑、开凿石条之分，就
是做石磨也有做磨油、磨面、磨
香、磨曲、磨豆腐、磨粉之别，并
且各有各的窍门，各有各的工
具。这种精细的分类也使得蔚
县的匠人历来在技艺上精益
求精。

蔚县的手工艺还有着强烈
的地域性、村落性和家庭性。
南山林木多，于是南山脚下一
带编筐、编篓子、编笼等的编织
业发达，小木货加工的匠人特
别多；西北山一带有类似高岭
土的坩子土和丰富的煤炭，于
是烧砂锅、烧瓦盆、烧大瓮、烧
砖瓦等烧制业发达，烧窑匠人、
捏制匠人特别多；河川区盛产
白麻、苇子，于是麻绳匠、席匠
等多集中在壶流河两岸及吉家
庄、白乐一带。而当一种技艺
在一个村子里流传开来后，几
乎就是家家效仿，就有了哪个
村的什么匠之说，如：小贯头村
的泥匠、仰庄的旋木匠、陈家涧
以及黄庄一带的席匠、南张庄
的窗花匠等都远近驰名。但每
一家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笈，
绝不外传，如西北江的铁匠就
有“平家铁锨王家锄”之说。

昔日的蔚州，除有常年干
活的专业工匠艺人，更有大量
季节性干活的兼业工匠艺人，
他们农忙下地是农民，农闲在
家是匠人，形成冬工夏农的兼
业生产。

乡间生活的贫困和窘迫曾是早年间农
民选择从事手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只
能自己动手制作日常生产用具和一些必备
的生活用品以尽可能地减少开销。除此之
外，还要想方设法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艺以
贴补家用。

齐白石先生曾记述过自己早年间的学
艺经历：我母亲为了开门七件事，整天地愁
眉不展，祖母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
给我吃。我是长子，又是出了师学过手艺
的人，不另想想办法，实在看不下去。只得
在晚上闲暇之时，匀出工夫，凭我一双手，
做些小巧玲珑的玩意儿，第二天一清早，送
到白石铺街上的杂货店里，许了他们一点
利益，托他们替我代卖。我常做的，是一种
能装旱烟也能装水烟的烟盒子，用牛角磨
光了，配着能活动开关的盖子，用起来很方
便，买的人倒也不少。

和华北的许多贫困农村类似，蔚县地
处冀西北的山间盆地，降水量少，十年九
旱，农业收入少，难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
况下，每家每户都想另辟一条非农业的路
径，填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赖以生存。这是
蔚县工匠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自古以来，中国乡村中的家庭大
都要以农为本，但为了使家业延续，子孙不
致冻饿，也多要求子孙根据自己的情况，

“士、农、工、商各执一业”。明代许相卿提
出：“农桑本务，商贾末业，书画医卜皆可食
力资身，人有常业，则富不暇为非，贫不致
失节”（《许云村贻谋》）。所以，实际上在许
多农民的观念意识中并没有完全把“以农
为本”绝对化，建立和延续家业更主要的是
靠家有常业。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并不
是完全专一务农，各种手工业劳动和小手
艺一直是农民在农闲时贴补家用兼干的重
要行当。而在整个蔚县，这种兼业现象广
泛地存在着。

中国乡村的农民在这些手工业劳动
中，同样保持着农业劳动中的兢兢业业和
精耕细作，手工业中工具和装备的原始，由
工人的耐心和技巧得到了弥补。兼业使得
乡间的手艺人在乡村内外具有了两种不同
的社会承认。比如在由文人编撰的文献资
料中，剪纸艺人或有关剪纸的内容在记述
翔实的二十卷蔚县县志中鲜有记载。从更
大的范围来看，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民间
剪纸艺人中，只有明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
中偶有记载：

“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剡纸刻成
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
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
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苏州府志》）

“沈羽宸，长兴县人，寓居青镇，善画，
装夹纱灯尤精致，其人物花鸟，俱有飞动之
势，名震长安。”（章铨《吴兴旧闻补》）

“石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
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
神。其剪制香奁，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
焉。”（《保定府志》）

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和手艺人，在
中国古代的社会分层中一直处于底层，在
人们的传统概念中似乎也并没有给这一行
业很高的社会认可，而在蔚县当地的农村
中，却有句俗话叫“是艺三分高”。在这里，
不管谁家请了什么手艺人，都待之如上宾，
烧茶斟水，酒饭招待。在社会交往中，手
艺、匠人往往占先。男婚女嫁，女方总愿意
找个有手艺的小伙子；人们有儿子，即便供
不起读书，也要勒紧腰带，供孩子学点儿手
艺，以求将来安家立命。在这些手艺人生
活的乡村，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认可。

从南到北，这些手艺人凭着一技之长，离开
他们久已谙熟的故土，投奔到更远的地方。“江
苏的兴化，过去聚居着许多面人世家，其手艺数
代传承。这些艺人常常乘着自备的小船，带着妻
儿，流动到苏南、上海、浙江、皖南一带，以捏
面人为生。其中有些艺人习惯跟随在‘戏班船’
后面跑码头，戏班到一处上岸唱戏，他们也上岸
献艺，故他们特别擅长捏戏剧人物。”

当年，那些被老北京人称为“玩意儿”的林
林总总的民间手工艺品，和形形色色靠卖艺聊以
谋生的艺人，以及五花八门的特殊行业，云集在
被人们视为京都最繁华的闹市区的前门，也拥挤
在穷苦大众底层生活的象征地——天桥，成为老
北京风情中富有特色的旧照和市井生活的一个缩
影。民间工艺和工匠艺人成为这个大都市旧日写
意的重要一笔。迢迢的乡土阡陌与都市中的街头
巷尾在民间艺人的游走和叫卖声中变得切近起
来。而在当时，这些手艺和民间玩意儿对于乡村
和艺人来说是谋生之需，而对于都市来说，则是
最为廉价的娱乐和消遣，它们提供了一条贯通两
个文化空间的路径，乡土和都市在这双方面的社
会需求下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而得以衔接
起来。

几百年来，在张家口一带一直流传着一种说
法：“凡是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蔚县人”，还有人
用乡村俚语诙谐地说，“蔚县人尿泡尿捏个狗哨
都能卖钱”。这些虽然生活在乡间村堡中，但终
日仰仗着他们的手艺往返于坝上、口外和京津大
都市中的蔚县人颇为多见。对于这片在农业之外
兼干着多种多样的小手工业来维持生计的村民来
说，他们并没有完全秉承金生粟死的观念，而蔚
萝川下的这片村堡也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手艺和生
存的界限。

蔚县周围绵延的群山中迂回蜿蜒着多条通达
的古道。在没有机动运输工具的时代，这些古径
一直是华北平原与山西黄土高原、蒙古大草原间
的通商要道。这些如今岑寂的古径当年来来往往
地行走着蔚州人独特的运货队伍“高脚骡帮”，在
以前它们是作为沟通蔚县与外界的主要运输工
具，在郑家庄、上苏庄、北口等村甚至出现了拥
有百匹以上的骡帮大户。而为了供养这些来来往
往跑运输和做买卖的骡帮，沿着古径的村堡开设
的草料大店、留人小店、煎饼铺、饭铺、豆腐
房、医药铺、杂货铺等琳琅满目。“高脚骡帮”
们穿行于乱石巉岩、往返于盘陀曲径，昼夜络绎
不绝，它们南下时运出去了草原的皮毛，蔚县的
煤炭、白麻、药材、小米、大缸等物资；北归时
主要驮回来了花生、红枣等杂货，中原的小土
布、棉花，山南的红枣、柿子、核桃等山货。蔚
县随之成了关内外物资交流的集散中心之一，既
而崛起了八大集镇。

蔚县商业历史悠久，最早源于粮食交易。当
时的代王城是代国的都城，诸族杂处，经济发
达，便开始有了粮食商号、饼铺、粉店、油行。

“农有余粟，则以易布，女有余帛，则以易粟”，
从农业开始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启动了蔚县当地的
商业，而其发达的手工业，奠定了商业进一步发
展的基础；商业的繁荣则又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壮大。

蔚县传统的小手工业总是和商业结合在一
起。蔚县历来就有纺织、织毯、染布、饼面、豆
腐、榨油、泥瓦匠、雕刻、石工书画、铜匠、铁
匠、编织柳条等 30 多个行业。过去，蔚县的商
业多为私营中小型商业和小商贩，数量较多。据
统计，上世纪二十年代，全县有 20 多种行业近
700户从业者。行业有缸行 （制酒）、当行、杂货
行、盐行、纸行 （麻纸、草纸）、毡帽行、裘皮
行等。其中缸行、当行、杂货行为三大行。杂货
行分货店、货铺两种，货铺零售，货店大宗批
发，远销各地。另外，蔚县生产加工的小木货如
杈、耙、木锨、把柄、地磨等，除满足县内需要
外，还大批运往坝上、内蒙古等地；麻行生产加
工的麻绳远销京津和京东一带。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蔚县工业几乎全部是
传统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遍布全县。这些小
型商业大部分是夫妻店、父子店和个人经营的小门
小店，有的就地取材，加工出售；有的转手倒卖，取
得利润。规模更小一些的还有四乡八镇上的各种
流动摊点：荞面饸饹、黄糕肉菜、甜糊糊、土豆粉皮、
豆腐干、糖大饼、糖麻叶儿、日用小百货、笼箩等。

蔚县商业的异常广泛和活跃,带动了蔚县庙
会和集市贸易活动的繁荣。旧日，蔚县有村就有
庙，据说有 70 余种之多。因此，除农历八月秋收
大忙季节以外，基本月月有庙会，这些庙会的会期
少则一天，多则十五天。除了庙会以外蔚县差不
多日日有集。这些频繁的庙会和集日成为蔚县商
贸最活跃的景象，会场和集市上日用百货、食品摊
点生意兴隆，各种手艺人也在那时赶着出售他们
的制品。

壶流河两岸浓厚的商业氛围，使得蔚县人比
一般乡土中的村民具有更多的商业观念，眼光也
经常会触及到乡土之外。民国年间，蔚县城内有
名的经营京广杂货的“福恒永”“同德厚”“恒升
义”，经营棉布绸缎的“文泰锦”“枝祥益”“巨义隆”
等都跟外面做着零售和批发的生意。当年，仅蔚
县城内的毛皮商号就达百余家，这些被当地人称
为“毛毛匠”的从事毛皮行业的人多达半个城。一
批又一批技术精湛的毛皮匠人被张家口的大商号
聘请去当了经理、案头（皮货裁剪技术员），在张家
口近八百家从事毛皮行业的人员中，有近两万是
蔚县人。蔚县下平油村田旺高开设的“谦生义”皮
号，从咸丰年间一直经营下来，蔚县许多村镇都有
谦生义作坊，生产的羔皮八成销往山东。当年，济
南皮货商们很多非谦生义货不买；“德巨生”皮号
生产的皮袄、皮裤、皮坎肩等一直都是抚顺、大连、
库伦、恰克图的抢手货；而“逯元昌”皮号生产的鼠
皮、红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黄鼬皮等细皮货甚至
一直远销到了欧美。

受商业观念的浸染，各种民间手工艺很快就
会被当地的商业意识所同化，融入经常性的商业
活动中。费孝通先生曾经谈到手艺人的商业行
为，在商品经济观念较发达的南方温州地区，手艺
人筹划生计的意识更为主动，石刻、竹编、弹花、箍
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
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这些漂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
女相结合，就是艺商和农业的结合。本土的社会
生活的状况影响着手艺人的制作行为和制品的属
性，使这些民间手工艺品具有了商业性质，而手艺
人本身也具有了一重商人的身份。

备物致用、物尽其用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经济
生活的一个共同特点和支持乡间小手艺人与小型
作坊长期存在的基础。就像蔚县的手艺人所经营
的形形色色的小经济一样，都是就地取材，利用了
当地最为廉价的原料。比如南张庄的剪纸、郑家
窑的陶瓷、白河东的砂器、辛庄和西窑头的花盆、
蔚县城纸店头侯氏制作的抄纸帘子、祁家皂的泥
彩塑、佘家堡的柳编业等，所有这些在蔚县有名气
的手工艺所用的无非是纸张、矿物、胶泥土、竹条、
马尾、河柳等最低廉的原料，加工时所用的工具和
设备也很简单，而且大多是由他们自己来制作
的。他们用细致的工序和工艺流程尽可能多地容
纳村堡中闲散的劳动力，生产出精美的手工艺品
将其销售到更远的地方，支撑起他们日常的生活。

在蔚县的村堡里，手艺人们的商业观念中不
自觉地恪守和延续着传统农业生产观念和经济伦
理，手艺人的经济行为通常是自发的和不充分的，
他们的商业活动受乡土观念的濡染总是带有农事
文化的烙印和小农经济相对保守的一面。他们中
的大多数，特别是真正生活在村堡中的也不大愿
意舍家撇口地去外地经营。但是他们和自己的祖
辈不同，他们也许不清楚自己所制作的东西代表
着什么意思，但是只要是市场需要的，他们就会去
做。在这里，民艺与经济融合，手工艺品的属性也
相应地掺杂进商品的因素，更经常地乔迁到了城
市和更遥远的域外。手艺人往往是农民、小手工业
者和小商人三种身份兼有，而其产品既是民间手
工艺术品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尚能谋利的商品。

繁荣的商业颐养出这一方水土上的安居乐
业，多地域文化的交融影响着蔚县古堡间的乡土
手工艺不断繁荣发展。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乡土百工话蔚州
□田永翔

古老蔚州的匠人门
类之全、分工之细在中
国北方乃至全国都是比
较突出的，涵盖各行各
业，创造了独家秘笈，绘
就了民间百味的乡土文
化，也孕育和滋养着古
老的蔚州文脉。

一

各有秘笈的
“能工巧匠”

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和手
艺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分层中
一直处于底层，在人们的传统概
念中似乎也并没有给这一行业很
高的社会认可，而在蔚县的农村
中，却有句俗话叫“是艺三分
高”。

二

乡村间的
小手艺人们

仔细审视中国的乡土世界，乡土与外
部更为广阔的世界从来都未曾决然地分离
开来，这种对接是细密而长久的，而乡村中
的手艺人是村落中倾向于流动出去的群体
之一。

三

流动的蔚县手艺人
繁荣的商业颐养出这一方水土上的安

居乐业，多地域文化的交融影响着蔚县古
堡间的乡土手工艺不断繁荣发展。

四

传承发展的“土味”技艺

吕家庄皮影吕家庄皮影
大德庄宅院砖雕大德庄宅院砖雕

泥塑作品

蔚县清代《百工图》壁画
（图片由蔚县博物馆提供）

南安寺塔南安寺塔
（（图片由蔚县博图片由蔚县博
物馆提供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