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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快评

机 杼 声 声 织 幸 福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龚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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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对于大运河沿岸的百姓来说，

河与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

悠远漫长的时光里，这条绵延千里

的运河，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

其独特的运河文化也闪耀世界东

方。位于河北南部的魏县，就是一

片被运河文化滋润的沃土。卫河

横贯境域南端，自西南而来，缓缓

向东流去，她所流经的土地上，前

人留下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魏

县传统棉纺织技艺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时间 11月 29日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消息传来，在茶的故乡，人们
欢呼雀跃。至此，我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大约一年前，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工
作者们惊喜地宣布，该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碗中有植
物残叶，经科学分析为煮（泡）过的茶叶残渣。这一成
果将世界茶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提前了 300 多年，
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战国早期（公元前 453 年至前
410年）。“茶的故事从中国开始”不断被考古学所证
实，“茶文化”也因此被全世界视为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和载体。

更难得的是，“中国茶”与许多传承堪忧、亟待保
护的非遗项目不同：茶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不仅
没有消失的危险，普及和受喜爱程度甚至比古代更
高。国人传承茶文化的自觉，推动制茶业和茶经济、
茶贸易不断发展，这让“茶文化”成为最有烟火气的
非遗文化。

尽管我们在传承和推广茶文化上始终是积极有
为的，但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茶的历史，不是只
体现着清雅的精神享受，它同样包含古代中国伟大
的劳动智慧和创造传统；我们宣扬茶的“文化味”，不
应忽略这项古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积淀的工艺之
美和创造精神。

陆羽被中国老百姓尊为“茶圣”，更有甚者将其
祀为“茶神”，他在公元 8 世纪中期、距今 1200 多年
前，写成《茶经》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也是
后世传承“茶文化”的经典。《茶经》之所以珍贵，不仅
在于它保留了古代中国人从认识“南方之嘉木”到采
之为“茶”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全面整理和记
载了唐以前的制茶技艺与饮茶生活，从茶的栽培、采
摘、制造到煎煮、饮用，包括生产工具、饮茶器具等，
皆无遗漏。这让后来者在继承茶文化时，不至于雾里
看花、沙上建塔。

即使陆羽在1200多年前的记录，也可以看到中
国“茶技艺”和“茶文化”经历的不断创新。更何况以
今日之眼光，《茶经》所载的许多技艺和传统，在经历
了宋、明、清等茶业高峰时代之后，面貌已全然不同。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今天能够作为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共享，增强国人文化自信，
归根结底，是这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强大的文化自觉和非凡的创造精神。

“茶文化”在中国长盛不衰，这是茶之幸、茶文化之幸。但是，并不是把所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捧上供桌、罩一层故弄玄虚的文化滤镜，就可以叫作“传
承”。中国茶文化历久弥新的奥妙，在于这种文化始终是发展创造的“生活文
化”，它离不开人的需要，更离不开人的创造。一旦离开了，那些包装华美的茶
产品上，金字招牌贴得再多，也无法让它的故事更动人。

初冬时节，行走大运河小分队来到邯
郸魏县沙口集乡贺祥社区，年逾古稀的魏
县传统棉纺织技艺省级传承人张爱芳和
她的老伴郭焕友，已经等在家门口了。和
很多朴实的冀南农家老人一样，他们热情
地招呼我们进屋参观。干净整洁的楼房
内，摆放着农家织布机和各式花布，几位
织娘正坐在那里纺线、络线。

色彩艳丽多姿、图案浑然天成……当
我们手抚浸透着先人智慧、散发着泥土味
道的魏县农家土织布，“家家纺车转，户户
机杼声”的场景仿佛重现眼前。

“织布的第一步并不是纺线，而是先
把弹好的棉花放平，用高粱秆子把花缠
上，揉搓几下，再抽出来，这叫搓花节。有
了棉花节，才可以上纺车。”几位织娘耐心
地讲解，上纺车纺线可是个技术活，双手
必须配合好，摇车要稳，捏花节力度要适
中，紧了花节容易断，松了纺不成线。记
者在她们的指导下多次尝试，虽以失败告
终，心中却也释然：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
到的。

除了搓花节、纺线外，织成一块农家
土布，还要经过打线、染线、浆线、络线、经
线、印布、掏缯、闯杼、绑机、织布等十几道
工序。说到魏县传统棉纺织技艺，一旁的
郭焕友打开了话匣子。魏县棉纺织技艺
始于宋，广泛普及于明，鼎盛于清至上世
纪80年代，已有千年传承历史，是冀南地
区纺织技术的代表。汤汤运河之水，适宜
的气候环境，为当地棉花种植生产提供了
便利，培育了土纺土织、花布染织等传统
民间技艺，造就了机杼之声不绝的繁荣
景象。

那些精美的花纹是如何纺织出来的
呢？织梭在线间飞动，推杼声有节奏地响

起，张爱芳亲自给我们演示了起来。“织布
时要全神贯注，脑、眼、手、脚都要调动起
来，不能有丝毫马虎。推机杼时，两脚要
不停地踩踏板，升降缯子，变化经线，就能
织出花纹了。用两页缯，可以织白布、条
纹布和方格布。要纺织水纹、斗纹等复杂
花纹，就需要加缯了。”13 岁便跟着母亲
织布的张爱芳，将每一道工序都牢记于
心。纺花织布，对张爱芳来说，不仅能解
决日常生活的实用性与审美化问题，那精
美的花纹，更蕴含着母亲的教诲和对幸福
生活的憧憬。

由于传承发展需要，郭焕友、张爱芳
夫妇在政府扶助下建立了帮扶“微工厂”
和魏县传统棉纺织技艺传习所。工厂分
为上下两层，楼上是经线车间和仓库，楼
下为织布车间，摆放着织好的土布产品。

“建立工厂，成立传习所，不仅是为了扩大
生产规模，更要把传统棉纺织技艺传承
好、发展好。”让夫妇俩高兴的是，孙女郭
亚平作为魏县传统棉纺织技艺第 6 代传
人，年纪不大却已是远近闻名的行家里手
了，不少土布新花样都是由她设计的。“插
花描鱼不算巧，纺花织布做到老。”口传心
授，代代传承，延续着古老的棉纺织技艺，
也诠释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激励着后
辈人不断向前。

“不仅自家人，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
愿意教。只有不怕辛苦，才能练就一双巧
手。”近年来，张爱芳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
传授，她多次进校园进行展示，让孩子们
在认识非遗、学习非遗中体验传统文化带
来的乐趣，加深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和热
爱，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传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离不开
张爱芳等传承人，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关
注和支持。近年来，魏县组织举办“土纺
土织印染手工艺保护与传承专家论坛”，
进一步推进土纺土织收藏、研究和开发工
作；建立集收藏、陈列、技艺表演及研究开
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展馆，陈列从清代、民
国时期至今的土纺花格布、彩印花布、民
间刺绣等。张爱芳等民间艺人多次受邀
前来表演棉纺织技艺，吸引众多观众了解
非遗文化。

为了让传统棉纺织技艺走得更远更
好，郭焕友和张爱芳还成立了邯郸郭家
坊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将散落在
各家各户的传统技艺凝成了一股民间力
量，抱团发展，初具规模。以该公司为基
础，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魏县传统棉纺织技艺为依托，当地政
府规划建设郭家坊小镇、土布生产基地、

技艺展厅等，并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
模式，通过技术指导和培训，把当地群众
吸纳进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魏县传
统棉纺织技艺历史悠久、工艺精湛、风格
淳朴、色彩艳丽、题材丰富、寓意吉祥。随
着人们健康环保意识的增强，那些粗糙中
蕴含着精美的土布，凭借质地柔软、透气
性好、持久耐用等特性，不但成为一种当
代时尚布艺，更成为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
文化符号，土纺土织床单、被套、枕套、车
垫、衬衣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新疆等
地，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如今走进张爱芳的院落，总能听到老
式织布机在现代时光里哼唱着动人的歌
谣。这一古老的运河织造技艺，已经渗入
了我们的民族血脉，通过散落在民间的手
艺人，转化成一种文化力量，在民众心中
刻下深深的印记，并将在新时代不断传承
创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魏县传统棉纺织技艺省级传承人张爱芳正在织布。 田瑞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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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
报社共同主办的 2022 年度全国文博社
教十佳案例宣传推介活动经过初评环
节的严格遴选，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
百强案例名单出炉，河北博物院“守望
成长 静待花开”项目成功入选。

爱心滋润天使宝贝，巧手描绘美丽
世界。“守望成长 静待花开”项目设立
于2016年，是河北博物院专为孤独症儿
童及其家庭研发的艺术治疗类教育项
目，依托河北博物院丰富的文化艺术元
素，开展形式多样的表达性艺术活动，
促进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进行有效情
绪表达和良性社会互动，以文化艺术抚

慰心灵。
瓷器彩绘、绢布绘图、帽子手绘、艺

术 T 恤，多样的器物、丰富的材质、缤纷
的色彩……不同于专业医疗机构和特
殊教育场所开展的分析性或医学艺术
治疗，该项目更着重于对体验者的人文
关怀，通过体系化的内容和多元化形
式，关注儿童心理疏导，开展动态评估，
让艺术创作成为孤独症儿童表达内心
世界的方法和渠道，打开孤独心灵的
大门。

“孤独症儿童是每个家庭的天使宝
贝，每一个宝贝都如同含苞待放的花骨
朵一般，需要我们悉心呵护、静静守望，

直至茁壮成长。”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
主任刘卫华介绍，在评估儿童自身情况
的基础上，项目团队设置了系列化课程，
希望通过引领孩子们观赏文物的造型之
美、艺术之美，激发孩子心中对美好事物
的向往，并通过心理辅导、探究引领、绘
画创作让儿童逐渐学会融入正常生活，
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增进家庭幸福。

为进一步激发孤独症儿童的好奇
心和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感受绘画乐
趣，学习文物知识，促进孩子之间、孩子
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教育人员还
会提前了解每位参与儿童的个性特点，
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此外，还请来

专业心理老师，通过观察和互动，对孩
子们进行情绪疏导，并给出专业的指导
建议。

“志愿者老师们耐心地引导，让孩
子们大胆设计、独立创作，每一次课程
都会收获惊喜。现在，‘守望成长 静
待花开’项目成功入选‘2022 年度全国
文博社教百强案例’，期待未来能取得
更好的成绩。”河北博物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将继续为公众提供更加丰
富、精彩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出更多形
式创新、内容丰富的特色课程，让更多
阳光照进孩子们的心窗，引领孩子们快
乐成长。

河北博物院“守望成长 静待花开”项目入选“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

让艺术创作成为沟通孤独世界的桥梁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12月5
日，记者从河北省文联获悉，我省大
型工程性、工具性文艺史志类丛书

《河北艺术史》（12卷）之《河北艺术
史·音乐卷》，入选由国家新闻出版
署组织实施的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
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2022年度）。

该书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支
持，河北省文联策划组织实施，河北
省音乐家协会组成分卷编委会，天
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教学
与研究专家郭树群担任主编，从事
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国家级、
省级专家队伍组成攻坚团队，历时
数年编纂完成，由河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河北艺术史·音乐卷》的编纂
出版，属于填补业内空白的开创性
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卷

本以“上古”“中古”“近古”“20世纪
河北音乐文化”为主线，系统梳理了
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
及民国时期的河北音乐艺术发展脉
络，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和价值的音乐艺术作品、人
物、思想、流派，总结了各个历史时
期河北音乐发展的风格及特点，全
面呈现河北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样
貌，为读者了解、研究河北音乐史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

据悉，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工程
精品出版项目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组
织实施，旨在扶持具有较高价值的
民族音乐精品项目，阐发民族音乐
文化精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展现民族音乐时代价值，传承民
族音乐红色基因，保护民族音乐珍
贵资源，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日前，由
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企业（行业）文
联、华北油田公司文联共同举办的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华
油杯”河北省企业、行业界员工第九
届文学作品征文大赛评选结束。

据悉，该评选活动共征集到来
自我省石油、电力、国防、军工、公
安、交通、煤炭、钢铁、科研、物探、地
矿、建投、铁路等23家企业、行业报
送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人
物通讯）稿件616件，征集到的作品

题材丰富、文笔朴实、感情真挚，深
入体现了我省企业、行业的发展历
程，生动刻画出新时代广大干部员
工投身生产建设所展现的锲而不
舍、艰苦奋斗精神风貌。大赛组委会
专家评审委员会经过初评、复评、终
评三个阶段，最终评选出小说、诗
歌、散文、报告文学（人物通讯）一等
奖 11 名，二等奖 24 名，三等奖 35
名，优秀奖100名。获奖作品将结集
成书出版发行并在网络平台进行推
送展示。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近日，
《滹沱艺评——石家庄市文艺名家名
作评论集》专家研讨会在线上举办。
邢建昌、罗丽、郝建国、汪素芳、桫椤
等专家学者从地域文化、精品创作、
人才培养和学术价值等多个角度，对
该书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滹沱艺评——石家庄市文艺
名家名作评论集》由花山文艺出版
社出版，共50余万字，包括“重点作
品研究”“文艺名家研究”“获奖评论
作品”“青年文艺人才研究”四部分，
系统分析了近年来石家庄的重点原
创作品，重点梳理了当地文艺名家
和青年文艺人才的创作研究，展现

了石家庄丰厚的创作成果、扎实的
创作队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书立足创
作现场，聚焦精品力作，研究文艺名
家，推介评论新人，汇集了近几年河
北乃至全国文艺理论评论界研究、评
论石家庄市文艺精品佳作的重要成
果。该书不仅深入挖掘了石家庄的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也在审美感悟和艺术
思辨之中对石家庄的城市文化进行
了一次审美发现。全国文艺评论界
多位专家学者发来视频，对该书在石
家庄文艺评论工作中体现出的文化
自觉和创新路径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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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艺评》专家研讨会线上举办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河北省企业行业界员工
文学征文大赛圆满结束

《河北艺术史·音乐卷》入选中华民族
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

“当年，我把14年青春留在了这片土地
上，赤子般无怨无悔；今天，这片土地张开
双臂拥抱已经老去的我，热忱地拥抱着我
本已远去的气息。归来时，我加倍感受世间
一种纯粹而崇高的感情——信任。真诚的
信任是上苍赐予我与这片土地的缘分。”不
久前，在“梅洁蔚县文学创作基地”成立仪
式上，作家梅洁深情讲述自己与这座塞外
小城的不解之缘。

籍贯湖北郧阳的梅洁，大学毕业后分配
到河北工作，在张家口蔚县生活、工作了近
14年。“我在塞外这块土地上度过了人生最
宝贵的一个时期。1970年 8月，我大学毕业
从北京来到蔚县，1984年3月调往张家口市
文联，1992 年又调到河北省作家协会从事
专业创作。无论怎么说，那段时光都是我生

命里的精彩华章，我怎能忘记和亏欠这段岁
月呢？”梅洁说，她是在不断地写作与回眸中
认识世界的，也是在不断地写作与回眸中让
人生的过程和心中的蔚县清晰起来。

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都离不开作者自
身的人生轨迹与情愫表达。上世纪八十年
代，已在蔚县做了10年经济工作的梅洁，一
颗渴望倾诉的心复活了。1980年，以父亲苦
难人生为原型的小说《遭遇》在蔚州城南窑
洞里完成；1981年，同样在蔚州城南窑洞里
完成的处女作诗歌《金色的衣衫》发表；
1983 年，7000 字散文《在这块土地上》创作
完成并发表在知名杂志《作家》，1985 年这
篇作品获得了梅洁人生的第一个奖项——
河北省首届文艺振兴奖。

此后的年月，梅洁的诗歌、散文、报告

文学在《诗刊》《星星》《诗神》《作家》《人民
文学》《十月》《长城》《长城文艺》等全国数
百家报刊源源不断地发表，迄今已出版 36
部、800 余万字的文学著作，还获得了包括
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全国几十种文学奖项。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始终认定，我是
在蔚州这块土地上开始了文学的发端。在
蔚州度过的漫长的日子，这块土地上的寒
凉和艰辛，愉快和愁苦，隐忍与奋斗，劳动
与创造以及这块土地上古老、深厚、独特的
文化……最终都成为我文学永远的营养
源。”梅洁认定是蔚州这片土地上的岁月与
古老文化赋予了她文学的梦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评论家认为，梅
洁的文学创作得益于汉水文化与塞外文化
的有效嫁接。对于这一观点，梅洁表示认
同：“几十年过去，我深感这是对生我养我
的鄂西北和接纳我做蔚州媳妇的蔚县这两
片母土最中肯的文化定位和判断。”

如今，虽然已经离开蔚县多年，梅洁却
始终牵挂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她那些书写
塞外风情的灵动文字，成为对这一方土地
永久而鲜活的记忆。

梅洁：蔚州赋予我文学梦想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梅 洁 本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