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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北京网信办、
广东网信办近期先后宣布，已
依法约谈了虎牙、斗鱼等10家
网络直播平台，要求花椒直播
等 3 家平台限期整改，整改期
间暂停新用户注册、全面清理
违规内容。记者观看直播发现，
在一些直播平台的推荐页面
上，仍然能看到一些较为性感
的直播封面图，进入直播间后
还能看到一些女主播身着性感
服饰进行直播，弹幕中也不乏
一些粗俗低俗内容。（7 月 21
日《法制日报》）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和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
未成年人网民数量与占比持续
上升，早有调查显示未成年人
网络普及率已高达 93.7%。看
直播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休闲
放松、社交娱乐的重要方式，但
有些网站的低俗劣质直播内容
给青少年成长造成了不良影
响。此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
络表演（直播）分会公布了第四
批主播黑名单，42名主播因涉
嫌从事违法违规活动，被封禁
5年。

随着网络直播看客群体的
增大，网络直播呈现爆发式增
长态势，自然需要大量的内容
来满足平台的播出需要，也满
足观众的观看需要。但是唱唱
歌、聊聊天这种一般性的视频
或直播，已经很难吸引观众，获
得流量和打赏。在这样的背景
下，很多视频制作者和网络主
播们开始剑走偏锋，通过各种
各样的“荒诞直播”来吸引眼
球，赢得关注，进而实现真金白
银的变现。未成年少女怀孕、衣
着暴露与搔首弄姿、裸露挑逗，
甚至是“吃虫、吞辣椒”……一
些别有用心的网络主播为了

“吸粉”，大肆宣扬低俗文化，以
宣扬暴力、恶搞经典、歪曲历
史、低俗涉黄等方式吸引网民
的眼球，吸引流量，以此争夺市
场，获得经济利益。鉴于此，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和生态治理，
无疑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重要
课题。

网络直播，利用互联网的
直观快速、内容丰富、交流互动
强、不受地域限制的优点，以其
灵活、快捷、互动的方式，吸取
和延续了互联网的优势，展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疯狂”生长。
但由于法律法规滞后和监管缺
失，违法成本太低，导致网络直
播“野蛮生长”。鉴于此，监管一
方面要依靠平台自身，包括准
入、主动检查、投诉介入等制度
的规范；另一方面，执法部门要
聚焦整治问题，重拳出击，铁腕
治理，形成有效震慑。

整治低俗网络直播，需要
各方发力，标本兼治。网络直播
空间虽具有个人属性特征，但
是互联网也具有更多的公共空
间的属性。因此，坚守法律底线
和遵守公序良俗，应当成为网
络直播中最基本的常识。一方
面，网络直播不能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不能挑战公序良俗。有
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规
范，在对危害网络公共秩序的
行为进行界定的同时，设置不
得触碰公序良俗的底线，推动
建立一个有效的互联网行为规
则；另一方面，对于时常游走于
法律和道德边缘的，或者已经
戳破网络直播底线的主播、相
关公司及平台，都必须毫不留
情地清理或严惩，不能搞“下不
为例”，也不要“罚酒三杯”。此
外，网络主播应树立正确的直
播理念，引导网民确立健康向
上的欣赏品位，实现“网里”“网
外”自觉抵制低俗网络直播文
化。毋庸置疑，整治低俗网络直
播不能只是“昙花一现”，更需
要各方合力，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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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蔚县的气候

分外宜人。找上一个闲

暇的日子，远离县城的

喧嚣，随随便便去往乡

村里走一走、看一看，在

大街上和“坐街”的老人

们聊上几句。恰好遇到

一位热情好客的老乡，

邀请我去他家里坐一坐

喝杯水。迈进老乡的院

子，映入眼帘的是方方

空空的糊着窗纸的老窗

户，那窗户的方空之间

便仿佛将时间凝固，让

我恍惚回到了从前。

元宵节船灯元宵节船灯

纸坊纸坊

纸人作品

喜花《扣碗花·双蝶》

麻乡的前世今生

世世代代生活在壶流河两
岸的蔚县人，在远古也曾有傍
崖挖洞、沿河搭屋的居住史，那
时的窗户只是一个窄小的方框
框，里面用木棍支起个“十”字
或“井”字形。人们用黄土围成
一庄一堡的土堡子，堡内用黄
土筑起板打墙、盖起泥土顶子，
这就是俗称的“土房”。从土房
开始，才有了方五空、方六空、
方七空、方八空、方九空、方十
空的窗子。虽然再后来，人们盖
起了砖木结构的大瓦房，但窗
子的样式和结构一直保持延续
下来。

这些各种各样的窗户都是
用蔚县当地所产的白麻纸来裱
糊的。麻纸的规格相应也依照
窗户来决定：一张大麻纸刚好
糊住方九空的幌窗，小麻纸用
来糊方四空的幌窗。按习惯，蔚
县旧时一般每年要更换两次窗
纸：一次是入冬前，糊上一层厚
实而缜密的白麻纸以备冬季防
寒；另一次是春节前，年节前进
行的这次大扫除寓意要扫除晦
气、霉气，全家人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新一年的运气。人们换掉
坚持了一冬的窗纸，重新裱糊
上一层崭新亮堂的白麻纸来作
为迎接新年、清扫房屋的一项
重要的节日习俗。

早年间，蔚县是有名的麻
乡，境内除南北二山区外，大部
分地区都种植白麻，尤以东、西
太平与代王城一带为多。这一带
地面宽阔、土质肥沃，壶流河及
其支流十字河、密河、清水河、安
定河的滋养更使得当地具备了
良好的种麻条件。再加上蔚县人
种麻历来讲究精耕细作：土地必
须选择土质灰黑、富有肥力的，
并施以粗肥、细肥等多种肥料，
从追肥、松土、浇水到收获，各个
环节都做得细致周全、一丝不
苟。由于种植条件好、加工又细，
蔚县所产的白麻质量优良，麻性
极好，色白似霜。

民国年间，蔚县白麻的种
植面积最大时达8万余亩，年产
量高达 25 万余公斤。盛夏之时
碧绿的麻地郁郁葱葱，秋季白
花花的麻捆竖满街头，到了冬
天肩挑畜驮的麻捆子流成了一
条麻龙，逶迤地跋涉到这片乡
土之外，蔚县的白麻和加工成
的麻绳便也成了外销的重要商
品。据旧志记载：蔚县开元赋麻
布，说明远在 1300 多年前的中
唐开元年间，蔚州人就开始用
麻布作为赋税上交官府。

白麻由此成为蔚县人生活
的主要依托，蔚县过去村村都
有麻绳匠。由于当时没有便捷
的运输工具，主要靠骡帮把大
量的白麻运往京津地区，在峰
峦叠嶂的大南山中成年累月翻
山越岭、来来往往的麻驮子竟
将其踏出一条白麻之路。据说
早年蔚县骡帮直接把白麻运到
北京，交付麻庄，再由麻庄销往
全国，甚至外销到世界各地。后
来广昌与易州修通铁路，蔚县
的麻驮子就先把白麻运到车
站，再转发往京津。白乐、吉家
庄一带的农民有的干脆身上背
上几十斤麻绳，徒步沿着白麻
之路跋涉到北京出售，即可获

得可观的收入。至今北京郊区
（县）还有很多蔚县人，他们有
些人便是先前在那里落了户的
老蔚县麻绳匠人们的后代。

由于原料充沛优良，蔚县
清朝初年就在一些靠近河流的
村堡设有“纸坊”，蔚县城郊的
小北关、太平庄是纸坊的聚集
地，前前后后开设过十几处纸
坊，其中“茂益昌”“纯义厚”“裕
顺德”与“德厚昌”是远近闻名
的老纸坊，县城纸店头“赵家纸
坊”，暖泉镇“赵成纸坊”“启恒
顺纸坊”等也都小有名气。

蔚县的纸坊还有细致的分
工，主要有白纸坊和黄纸坊两
种。白纸坊用麻绳头、稻草做原
料。他们制造麻纸一般要经过
整理拣疏、碾捣蒸洗、漂晒整裁
等几个阶段。娴熟的好造纸匠
工具运用自如、操作得心应手，
所做的纸张匀称、薄厚一致。清
朝至民国年间，蔚县的“纸坊”
漂制各类麻纸，其中包括1.8尺
的“ 大 改 连 ”，1.6 尺 的“ 小 改
连”，“大呈文”“小官纸”以及

“流水账纸”“抄账纸”等，当时
蔚县的纸坊数下来有四十多个

“漂池”，年产麻纸约十九万余
刀（一刀为一百张）。

由于用料好、制作工序细
致严格，蔚县生产的大麻纸、小
麻纸纸质筋道、色泽漂白，厚实
均匀而且虫子不蛀、柔软又易
吸水，因此在张家口等地颇有
名气。白麻纸在蔚县当地有各
种各样的用途：一张大麻纸刚
好糊住方九空的幌窗，洁白透
亮；小麻纸正好用来糊方四空
的幌窗，不多不少，紧紧凑凑。
村堡里的人裱糊顶棚要用麻
纸；商业店铺注账用的“绺子”

“流水”和“抄账”要靠麻纸；村
里的孩子们练字写仿影也用这
种麻纸；一些笔铺、药店、茶叶
庄还用麻纸来做包装，就连人
们日常写约立契、抄书记账也
离不开麻纸。另外，由于韧劲
强、不易裂，麻纸还被做成了各
种独特的纸质家庭用具，如纸
笸箩、纸酒篓子、纸酱篓子。

黄纸坊则主要用稻草加上
河川里出产的蒲草棒子来做原
料，造出的黄纸纸质比较粗糙、
颜色泛黄，主要用作卫生纸，但
却有止血消炎的独特作用。

蔚县人还专为这红红火火
的造纸营生设立了节日，每年
农历三月十六和十月初十是传
统的“造纸节”。每逢这一天，纸
匠们放假休息，改善伙食，犒劳
工人，有时还要搭起台子唱大
戏，过去蔚县县城的“纸坊”甚
至还在纸店头村附近专建有一
块“公坟”，以安葬无裔的纸匠，
当地人管它叫“纸匠坟”。

由于纸质好，不仅在当地，
而且在坝上、内蒙古高原一直
到涞源、保定、京津都偏好用蔚
县的麻纸。这些自造的源源不
断的麻纸成了这一片乡土上想
离也离不开的物什。栖身于北
方这个风骨硬朗的古城堡中，
纸制的器物、纸做的装饰多了
一些朴拙简约的北地情怀和纯
挚的乡俗民风。蔚县的男女老
少、四时八节竟都离不开这些
纸做的物件。

蔚县农谚说：“八月秋忙，
绣女上场。”蔚县的刺绣历史悠
久，旧时蔚县的姑娘们相亲时
都先要看绣品，绣品的好坏经
常是衡量其心灵手巧程度的一
项重要内容；妇女出嫁时也要
随身带上自己的绣品以显示自
己的刺绣技艺和娘家陪嫁的丰
厚。因此，她们一般从十二三岁
起就开始捻针纫线、描龙绣凤，
蔚县因之有众多的刺绣能手。
她们所绣的绣品图案复杂、走
针富于变化、针脚整齐熨帖、配
色鲜艳明快，有的绣品雍容艳
丽，有的则轻淡雅气。

蔚县旧时妇女们所穿的对
襟衣服没有明袋，所以都在腰
间系着一个小巧别致的草口
袋，大小相当于九空窗的一个
窗空，上面有精美的刺绣或布
贴，大部分图案都和窗上所贴
的剪纸花卉类似——莲花、梅
花、牡丹、犀牛望月、耗子偷葡
萄、三阳开泰等，也有一些还扎

上吉祥话，再往里面整整齐齐
地放入一小沓黄麻纸，然后系
在腰间。有意思的是，蔚县旧时
姑娘相亲都先要看绣品，这草
口袋、绣花鞋绣不绣得来、绣不
绣得巧就成了褒贬
姑娘的一项重要内
容。蔚县现在的老
妪回忆起来笑称当
时对于草纸的这般
细 心 打 扮 为“ 爱
耍”，恐怕再没有谁
肯狠狠地下了功夫
将这装草纸的口袋
也弄得如花似玉、
如 同 个 宝 物 般 的
了。除了草口袋外，
她们的刺绣制品主
要还有：荷包、腰转
子 、胡 梳 套 、烟 口
袋、鞋垫、灯罩、笔
套等，爱绣的图样
有“卧虎听松”“喜
鹊 登 梅 ”“ 龙 凤 成

祥”“耄耋富贵”“鸳鸯戏水”等。
刺绣的兴隆使得剪纸花样的制
作异常繁荣。

由于俗厚风淳，蔚县从县城
到 村 堡 历 来 讲 究 红 白 喜 事 的
场面。

喜花是婚嫁喜庆时装饰室
内和各种器物所用的剪纸。等村
堡里有了嫁娶喜事的时候，新娘
坐着迎亲轿子过河时，轿子下面
要贴张红纸，说是可以避免河水
冲走喜神。燃了红烛的喜房里、
屋顶上也贴满了剪制的各式各
样的喜花、团花和顶棚花，那红
艳艳的颜色衬着新娘同样红艳
艳的赧颜和满屋子红通通的喜
气，格外喜庆。旧时，蔚县住房均
要用苇秸或高粱秆纵横交织成
顶棚，再糊上两层麻纸。逢办喜
事时，这些顶棚上都要贴上顶棚
花、四周贴角花用作装饰。另外，
喜房中的喜橱、梳妆台、洗漱用
具、喜碗、喜盆等器具上也贴有
剪纸，用象征、会意、谐音等
语 言 文 字 的 特 点 来 表 达 福 、
禄、寿、喜等寓意并起到美化
居室的作用。

在蔚县过白事所需的纸人、
纸马、金山、银山、金斗、银斗、库
殿等纸扎以及纸挂子、纸幡子、
灵牌牌位花等也都需要用纸剪
贴制作，于是便有了专以做纸扎
或阴阳花为生的纸扎艺人。纸扎
艺人经常使用的工具也是刀剪
等。纸扎的制作中有许多类似于
剪纸的技法，有的甚至本身就是
剪纸。做纸扎的艺人往往能剪善
刻，画青轿棺罩、画棺材头样样
精熟，他们所剪刻的阴阳花也属
于剪纸的一种。纸扎艺人制作这
些阴阳花时除了使用剪刀外，也
常用刀子刻。刻阳花时，在纸面
上去线留面；刻阴花时，去面留
线。蔚县窗花草创时期的吕家就
原本是做纸扎的，也刻窗花；蔚
县白乐镇东高庄村的名纸扎艺
人刘秉衡既是一位纸扎艺人又
是一位做窗花的好手。他的纸扎
做得惟妙惟肖，单是纸花就能变
化出卷丝菊花、莲花、月季花等
二十来种，花瓣颜色深浅搭配适
宜，再配衬上青麻剪成的花蕊和
绿茵茵的花叶，活活脱脱得几乎
能以假乱真。同时，他自己又是
一位技法娴熟的窗花艺人，能用
剪刀随意剪出各种自然生动的
花草图案，还能用刻刀刻出简朴
粗犷的作品。

除了旧时被学堂里的先生
逼着老老实实地写仿影外，大大
小小的纸张也是这些孩子手中

最简便的玩具。堡里的孩子们有
时候不喜欢冬天，他们总想着夏
天可以光了腚像鱼一样整天泡
在村堡近旁壶流河水里。而在冬
天，壶流河被冻得结结实实，像
一块硬邦邦的冰坨坨，再也不能
用肌肤去和它亲热了。川里的风
冰冷冰冷地从大山那边翻过来，
小小的村堡也冻住了似的。

于是孩子们总眼巴巴地盼
着春天，春节里的炮仗声刚刚收
住尾音，孩子们的手里就赶着早
儿地转起了呼呼作响的纸葫芦

（风车），鞭子底下开始放起了滴
溜儿打转的春牛牛（陀螺）。而当
北方的春风越涨越满的时候，他
们又自己用纸折出各式怪模怪
样的纸风筝，把村堡头顶上蓝莹
莹的天空弄得挤挤挨挨，那些普
普通通的纸玩具却能使这些乡
间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打发掉一
天的时光。再过一段时间，等壶
流河两岸的春天越发暖和得懒
洋洋的时候，就会有手艺人将一
叠麻纸拍成纸板子，再用大白一
刷、各色色笔一画，开了脸后做
成纸脸谱和纸拨不倒在四乡八
镇热热闹闹的庙会或集市上出
售。那时孩子们随了爹娘去赶集
赶会，回家时手里便会又多了两
样 稀 罕 得 舍 不 得 放 下 的 纸 玩
意儿。

村堡里的人家恪守着祖祖
辈辈祭祖扫墓的习俗，他们清明
扫墓，中元上坟，十月朔焚寒衣，
大年初二祭祖上坟。临到这祭祖
的日子，堡里手巧而孝敬的人们
便开始自己折制纸供品，旧时他
们特意买来黄表纸折成信封状，
中间夹上三个金片片、三个银片
片做敬神用的黄纸；把白色的古
莲纸折成十字形，中间夹上两个
金片片、两个银片片做祭祖用的
白纸，还会折上一两库金元宝、
银元宝。女人们还托了一早进城
或到镇上办事、进货的人，顺便
给捎上一两样彩色纸，盘算着给
故去的老人裁纸衣裳。在秋季祭
祖的日子，堡里的乡民往往一
大早便提着篮子装着他们供奉
了一夜的供品去祖上的坟地跪
拜、祭奠。那时，初秋壶流河
两 岸 的 清 晨 已 透 着 渐 深 的 凉
意 ， 催 得 人 早 早 地 穿 上 了 夹
衣，而田野里栽种的向日葵正
把 满 川 染 成 黄 灿 灿 成 熟 的 颜
色。在初秋安详的日子里，在
这一年里最为殷实和丰腴的季
节里，村堡里的庄户人同样用
纸预备下了对这一片古老乡土
先祖们的祭奠和追思。

当冬日里的壶流河还冻得
像一条银带子，堡门口老柳树上
裸露的鸟巢冷冷清清地断了呢
喃声的时候，村堡里的人们却在
热络络的心情里紧赶着忙年。

人们祭灶、扫房、烙发家馍
馍、压饸饹，忙得月亮一般地团团
转，而此时的纸张又成了村堡里
处处离不开的装扮。村堡里的人
们剪大字、贴常钱、贴对子。蔚县
人的纸对子贴得又多又满，除了
门的两侧以外，堂门上、屋门上、
库房里、厨房里、煤房、牲口圈、鸡
窝、厕所、瓮缸、堡里的老堡门、旧
戏楼……处处都不会遗漏。蔚县
人说“穷汉子盼来年”，年节的时
候就是再穷的人家也要用这些彩
色的纸片片把家里装饰得喜气洋
洋，巴望着能讨得来年的吉利。男
人们还忙着在自家的房檐下和从
堡门口一直到村堡中心的街面上
挂上花花绿绿的过街纸，把整个
村堡也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像个出
阁待嫁的闺女，而那些贴了红对
子的古堡和老乐楼，也像是大年
里穿着簇新衣褂的孩子，倏忽间

变得年轻而新鲜起来。
这些姹紫嫣红的纸饰
在村村堡堡的节日里
喜气洋洋地唱着主角，
似乎它们和村堡、乡民
在一道祈春……恍然
间春天便已经在这纸
歌的浅唱低吟中呼之
欲出了。

在所有这些忙碌
中，最后一项收尾工作
就是在糊好了素白白、
平展展麻纸的纸幌窗
上，贴上绚丽鲜艳的纸
窗花。它们静静地粘贴
在这片古老土地的胸
襟上，是麻乡纸歌里唱
得最亮堂的声部。

蔚县的正月，仪式

感一直要热热闹闹地持续到元宵
节，这个年节的尾声却也正是它
的高潮。暖泉的花灯节流行已有
二百多年，适时堡门、庙门、小巷、
各家各户门前千姿百态的花灯争
奇斗艳，有紫茄灯、白菜灯、芫荽
灯、西瓜灯、鲤鱼灯、走马灯、花篮
灯等。这些花灯上往往剪有各种
各样的彩花作为装饰，每到年节
蔚县人就会专供制作和装饰闹
红火时走马灯、花灯、火马、旱船
上使用的各式绚丽的走马灯人、
挂穗、灯灯旗（形似小旗的装
饰）、灯花等。这些彩花大多色彩
鲜艳，把当时红火喜庆的场面装
扮得越发花团锦簇、溢彩流光。

自古以来，很多人难免有一
种成见：善用字纸、敬惜字纸者
必是能舞文弄墨、吟诗作画的文
人。纸在他们的眼中是金贵的宝
贝。才子因纸启迪文思画意，以
纸运笔丹青，便越发怀疑疏于案
牍的乡间布衣只能敬而远之了。
其实，纸在乡间有着别样的功
用，当寒冬腊月里来到贴满剪纸
窗花的农家，才发现纸张在民间
的升华。

在蔚县村堡相连、泥沟土壑
的乡间，男人青筋突起、挥锄使
犁的双手，却能够在尺幅方寸的
纸片上灵巧娴熟地刻出形神兼
备的戏人，刻出绚烂多姿的百
卉。女人那些揉搓黄糕、操持
家务的十指，却能够调兑出数
十种色彩装饰数九寒天里壁垣
单调的土黄和冷清的雪色。当
一面面糊着白崭崭麻纸的大窗
户上热闹地长着盛夏的莲藕、
开着秋天的菊花、拥挤着乐楼
和古书上的人物时，才知道乡
间的子民是用怎样的巧手和心
思、怎样的乐观和美感，慈乌
反哺给土黄色的大地最动人的
民间剪纸艺术。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纸歌声声

馈赠大地的艺术反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