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兆光在安装指针。 万安吴鲁衡罗经老店供图

近日，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幸福小学，非物质文化遗
产剪纸传承人杨杨向学生们传授剪纸技艺。幸福小学地处偏僻山
区，近年来，学校通过开设剪纸课程，向学生们传授剪纸技艺，培养
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翟慎安 摄

山东淄川
剪纸艺术进课堂

传承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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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文韵

文创乡村

编者按：彩扎龙灯，罗盘堪舆，每一脉络古老技艺的传承，既离不开地方文化的浸润，也离不开家族衍替的传
承。在“乡”与“人”之间，影响深远的不仅仅是一方山水暗藏的自然资源，更包括岁月积累的历史记忆与生活方
式。正是乡谊与亲情的双重保育，促成了艺老人不老的当代人文美景。

□□ 赵武强 文/图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娃，经过 35 年的磨
砺，获得了“巴渝工匠”的美誉。他就是重庆
铜梁区太平场镇坪漆村的农民周建。

春末夏初，笔者走进重庆铜梁新艺龙灯
制品彩扎厂，见到了目前铜梁唯一获得重庆
市“巴渝工匠”称号的龙灯彩扎工艺大师周
建。屋前点麻，屋后生竹，绩麻成绳做龙筋，
劈竹成篾架龙骨——彩扎厂里，一派忙碌。

各种各样的彩龙和龙灯产品栩栩如生，
生动展现着铜梁龙灯的技法特色。周建手上
的活计不停，笑盈盈道：“这批荷花龙具是湖
南一家客户订制的，我们正在抓紧扎制，肯定
能保质保量按时交货！”

少而有成，承传祖业

周建生于扎龙世家，爷爷周均安是铜梁
著名的三大扎龙流派之一的领军人物，父亲
周生超也是有名的扎龙高手。

“打小时候起，看到一块块竹片、一张张
纸料经过爷爷和父亲的巧手，变成了一盏盏
造型各异的龙灯，一只只生动可爱的鸡猫猪
狗，一颗颗精美逼真的瓜果蔬菜，感到非常
神奇。”

耳濡目染加上勤奋爱学，周建的扎龙技
艺飞速成长。1988 年，时年仅 16 岁的周建就
参加了全国首届龙狮锦标大赛。“当时，我的
任务是负责彩龙的组装和破损修补。在这次
大赛上，铜梁龙夺得了唯一的一等奖。”

不过，兴奋之余，周建也看到了铜梁彩龙
的优势和存在的短板：龙头过大，龙身过重，

玩舞起来颇感吃力。
时代变幻，扎龙也要应时而飞。于是，周

建开始尝试对龙具造型和色彩进行改进。

潜心钻研，求新求变

改进从何处入手？周建一方面虚心向专
家问计，一方面观摩各地龙灯产品，从造型、
色彩、工艺等方面潜心钻研。

很快，周建找到了“病灶”：原本铜梁龙产
品的主要材料是厚实的竹篾，所以重量较
大。传统的 50 米彩龙仅龙头就有 4 公斤，龙
身更是重达25公斤，玩舞难度不可小觑。

经过反复摸索，周建开始将竹篾与细钢
丝等轻质材料复合使用，不但把 50 米龙具
的总重量降到了 15 公斤，还增强了立体感，
让铜梁龙的造型更加饱满，更富有张力。与
此同时，周建用绸布替代牛皮纸，增加了龙
身的韧性和耐用性；用反光材料代替广告
颜料，避免了颜色脱色，增加了反复使用的
次数。尽管推进了一连串的材料创新，周
建并没有忘记发扬铜梁龙灯彩扎工艺的精
髓。他坚持人工彩绘，保持圆润生动的层
次感；他选用金箔作鳞片，让龙身闪闪发
亮、光彩照人。

最令周建自豪的是，他把川剧“变脸”技
艺和五彩烟花融入了龙体之中，让舞动中的
铜梁龙更加炫彩、更有时代感。“这两项工
艺，单研发的时间就有 5 年之久，实验的次
数不下几千次。”谈及摸索的过程，周建记
忆犹新。

如今，不断创新的铜梁龙造型生动，线条
流畅，既轻盈美观又不惧日晒雨淋，深受各国
收藏家的青睐。

初心不改，奉献乡梓

周建出生于太平镇的坪漆村。这个地处
夹皮沟的小山村，曾经是重庆市级贫困村之
一。尽己所能帮助父老乡亲增收致富，一直
是周建的心愿。

2018 年 10 月，铜梁区文化和旅游部门与
太平镇党委和政府采取“公司+彩扎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坪漆村建立了龙灯
彩扎基地。

以此为契机，周建找到了实现心愿的方
法。村里多次举办龙灯彩扎工艺培训班，由
周建本人或其他专业彩扎师傅向村民传授
龙灯彩扎知识，讲解骨架制作、绸布裁剪、裱
糊、彩绘等关键技术，参与培训的贫困户、低
保户有 60 余人，最终锻炼出了十多个彩扎技
术骨干。

坪漆村村民赵吉碧只要有空，就会到村
里的彩扎基地，和村民们一起扎制各种规格
的灯笼。“做一个两元钱，一天可以做七八十
个，个把月都挣了四千来元。”赵吉碧说，“既
可以到彩扎基地和大家一起做，也可以把材
料带回家做，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重庆农家娃周建成长为“巴渝工匠”

□□ 韩俊杰 邹雅婷

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城东的万安镇，
是徽州四大古镇之一。元末明初，万安罗盘制
作业开始兴起，清代中叶达至鼎盛，时至今日
依然传承不绝，万安因此被称为“罗盘之乡”。

在万安老街，笔者见到了万安罗盘与吴
鲁衡日晷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吴兆光。作为“吴鲁衡罗经老店”的第八代
掌门人，吴兆光在继承祖传技艺的同时，也致
力于向公众推广罗经文化。

老街老铺，容纳罗盘历史

“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明清时期，
万安为水陆交通要道，依横江而建的五里长
街商铺云集，熙来攘往。如今，万安老街虽渐
趋沉静，却依然保留了许多老铺。开业于清
代雍正元年的“吴鲁衡罗经老店”位居万安街
中段，除了罗盘，还制作日晷、月晷和指南针
盘等产品，堪称业界之翘楚。

1984 年出生的吴兆光，清瘦干练。“罗经
是风水师对罗盘的敬称，是古代堪舆学的一
种工具。”吴兆光讲解道，“中国古人将人与
自然的关系进行总结，以文字形式记录在罗
盘上。”

从 10 岁开始，吴兆光就跟着父亲吴水森

学习制作罗盘。看3年，修3年，到16岁时，他
基本掌握了吴鲁衡罗盘的核心技艺。

2004 年以后，吴兆光敏锐地感觉到了发
展机遇的到来：“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保
护，万安罗盘的复兴肯定不远了。”2006 年，

“万安罗盘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吴水森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2009年，承载着万安罗盘文化的“吴鲁衡
罗经老店”重新挂牌营业。

制盘安针，传承罗盘工艺

吴家老宅的格局是前店后坊，门店后面

便是制作罗盘的作坊，如今已辟为“吴鲁衡非
遗传习馆”。

罗盘制作大致分为七道工序，即选料制
坯、车盘、分格、清盘、写盘、油货和安针，每道
工序又细分为多个步骤。吴兆光告诉笔者，
在传习馆基本上可以看到罗盘制作的整套流
程，只有最后一步“安针”秘不示人，须由传承
人亲自完成。

安针是罗盘制作的关键环节。先要将
钢针放在天然磁石上磁化，再精密测定磁针
的重心，最后将磁针安装在支点上。“我家
祖传的磁石是一块陨石，用它磁化的指针灵

敏度高，用一辈子也不会退磁。”
谈起这块“镇店之宝”，吴兆光颇
为得意。

传统罗盘制作工艺烦琐精细，
制一面罗盘需要 3 到 6 个月，日晷
则需要 1 年，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
市场需求。吴兆光接手后，开始招
收学徒，将安针之外的程序交给其
他工匠做，大大提高了产量。他还
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推广“吴鲁
衡”品牌，方便外地客人购买。

“以前店里多是老师傅，近几
年我有意培养年轻人，希望能让这
项传统技艺更有活力。”吴兆光说，

“目前店里有 20 名工匠，年轻人大约占一半。
每年能生产罗盘、日晷1000面左右，依然供不
应求。”

开馆传艺，播撒罗经文化

在继承祖业同时，吴兆光开始筹备创办
一座万安罗盘博物馆。

2012 年 11 月，万安罗经文化博物馆正式
对外开放，很快被评为“安徽省首批十佳民办
博物馆”。博物馆建于老宅后院，采用白墙黛
瓦的徽派建筑形式，引来众多游客“打卡”。

走进博物馆，不同时期、不同样式的罗盘
令人大开眼界：有大到40圈的罗盘，也有小到
手掌可握的；有木质的，也有纸质的；还有金
龟盘、莲花台罗盘……除了展出近千件藏品
外，博物馆还采用声光电技术，生动展示罗盘
行业的发展过程。

谈话之间，走进来几个外国游人，一问才
得知，他们是从瑞士慕名而来。历史上，吴鲁
衡日晷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如今，吴
兆光与其团队制作的罗盘不仅在国家级工艺
美术大赛中屡屡获奖，更登上了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等国际舞台。

2018年8月，“吴鲁衡罗经体验馆”在黄山
市屯溪老街挂牌成立。这是万安老店之外又
一处展示罗盘文化的场所。

吴兆光:制一面罗盘 守一方文化

□□ 王岳 本报记者 周涵维

6 月 14 日，第十七届无锡太湖山水文化旅
游节暨马山拈花湾花海杨梅节在江苏省无锡市
拈花湾景区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主题为“以梅
为媒，以节会友”，活动当天游人如织。歌唱家
宗庸卓玛、林萍，知名演员杜薇，喜剧人“自信
哥”孙海洋，“草帽姐”徐桂花，青年歌手蒋宁、
宁可等众多明星在拈花湾的舞台上同台献艺，
开展《美丽乡村我代言》大型公益助农活动，为
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奉献精彩的演出。

自疫情发生以来，拈花湾景区所在的无锡
太湖国家度假区文旅产业受到一定影响。近期，
随着防控措施的效力逐渐显现，疫情趋缓，当地
政府出台了各类扶持补贴政策，通过开展各种扶

贫项目、“网红打卡地”推荐等措施，帮助企业对
接各级疫情纾困资金政策，辅导企业开展项目引
导资金申报，带动文旅产业逐步复苏。

据了解，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每年接
待游客约 80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超 23亿元，就
业人口近万人。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区域知
名度，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了城镇生态
环境，增加了本地居民收入。此外，今年 5 月，
闻名遐迩的“马山杨梅”成功获得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目前，马山杨梅生产基地占
地近 1万亩，年产值可达 8000万元，带动约 2500
户农民种植杨梅，户均增收 2 万元左右。杨梅
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增加了农产品销售收
入，还带动了杨梅采摘、杨梅果酒制造等观光
采摘经济的发展。

《美丽乡村我代言》大型公益助农活动此次
携手拈花湾，在杨梅丰收、美丽鲜花盛开的季
节，“以梅为媒，以节会友”，以精彩的户外综艺
秀形式带领文艺名人、明星走进美丽乡村，开
展吃、住、游、购、娱多位一体的节庆旅游活动，
为美丽乡村代言，为当地文旅产业复苏助力。

“嫣红迭绯挂青枝，欲品杨梅待熟时。”芒
种过后，盛夏将至，酸甜适口的杨梅恰巧在此
时成熟出街。太湖山水文化旅游节暨马山拈
花湾杨梅节的举办，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观
光体验，享受这一南方珍果的美味！

马山地处太湖之滨，群山环绕，气候湿
润，日照充足，为杨梅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
件。拈花湾的后山，漫山遍野的杨梅树上，一
颗颗或鲜红或绛紫水灵的杨梅挂满枝头，点

缀着青山，带来一片旖旎风光。
如果说这一口杨梅是专属夏天的滋味，那

么这一片花海，就是专属拈花湾的风味了。六
月的拈花湾，马鞭草、硫华菊、百日草、蜂室花
相继进入盛放期，或热烈、或饱满，让人欣喜。
鲜艳的色彩加持浪漫情怀，满是诗情画意。目
前，拈花湾近千亩花海已经进入最佳赏花期，
黄色奔放的硫华菊、粉色婉约的醉蝶花、蓝色
清新的绣球团、梦幻浪漫的马鞭草等多个花田
绚烂绽放，美不胜收。游客在畅游花海、品尝

“国字号”马山杨梅的同时，还可以逛杨梅市
集，参与夹杨梅比赛、手绘团扇等趣味文体活
动。多种互动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了拈花湾的美食、美景、
美人和美特产。

演艺明星为美丽乡村代言，助力文旅产业复苏——

《美丽乡村我代言》公益活动走进无锡拈花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纪实作品《厚土中国》，以非虚
构创作手法呈现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力图回答脱贫攻坚之后如何
精准防止返贫。

《厚土中国》以田野调查方式深入河北魏县、湖北咸宁、孝感等
地，以微观视角阐释当地扶贫防贫方案的创新给老百姓生活带来
的巨大变化，以及一线扶贫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据悉，《厚土中国》中叙述的案例获颁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发
起的首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目前，该书已
输出了英语、印地语、泰语、越南语等语种的版权。该书被列为中
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
2020年上海市重点图书。 曹玲娟

纪实作品《厚土中国》
聚焦精准防贫

《鹤顶凤冠：冯骥才序文精选》是著名作家冯骥才数十年间所
作序文的精选集，序文分两部分，一是为自己的书所写的自序，一
是应人所邀写的代序。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白鹤周身雪，顶上一点红。”“彩凤百色衣，其冠貌如花。”序
文写在书的前头，在读者阅读之前，把一本书的内涵、旨要、特点及
其独立的价值等等先告诉给读者。冯骥才认为，“自序有如给自己
头上点红，代序好似为别人头上加冠。”

数十年里，冯骥才写的序文很多，自序的篇数已经过百。而朋
友请托写序，“只要应了人家，从不应酬、草率为之”。冯骥才表示，

“文字很贵重，只要下笔，一定要拿出真切的感受，或深入思考，表
达己见。”如此，本集文字涵盖文学、绘画、文物、自然、收藏、摄影、
古籍、民俗民艺、地域风情和古村落等多个领域，篇篇鲜活新颖，引
人入胜。

冯骥才不仅是著名作家，他还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
抢救工程，并致力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
影响。 本报记者 程天赐

《鹤顶凤冠：冯骥才序文精选》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彩霞映天边，歌台摆山间；山在歌中醉，歌在水里甜，水里甜
哎……”6月13日，在千年古镇广西南宁市江南区苏圩镇群众自发
组织的“平话歌圩”上，即将摘掉贫困帽的该镇慕村村民慕当龙亮
开嗓子唱出了喜悦心情。

这天一大早，慕当龙赶到镇上的市场采购足量食材，然后送到
扶贫基地弄峰山铁皮石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食材交付给基地食
堂。“我在扶贫基地做工，公司体谅我家情况，安排我做采购，每个
月有 3000 元的收入。”慕当龙高兴地告诉笔者。看到平话山歌爱
好者们在村边地头即兴对歌迎接2020文化与自然遗产日，他也忍
不住参与进来，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他说，平话歌圩在当地已有
近千年的历史，应该很好传承下去。

家门口能挣钱，贫困户心里甜。慕当龙实现就近就业，这是南
宁市江南区精准施策，积极发展扶贫特色产业，让更多的贫困户拓
宽增收渠道的一个缩影。该区精心培育发展香葱、黄金百香果、沃
柑、阳桃、大青枣、蓝梅、树葡萄、金银花、肉鸽、牛、鸡、蛋鸭等特色
产业，同时村村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致富带头人，带动贫困户稳定
脱贫增收。生活有奔头的村民群众，传承特色民间文化的热情更
高了。 郭超前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
平话山歌唱出脱贫攻坚精气神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2020年第二季度“送戏下乡”演出
来到保安乡保安社区，久违的乐曲声响彻村头。疫情防控期间，
该区演职员们养精蓄锐，围绕精准脱贫、小康社会、移风易俗等
方面精心编排节目。如今，演员们精神饱满，节目内容引人入胜，
为“三夏”中劳作的群众送来美味的“文化食粮”。图为歌舞《小康
路上》。 张杰 张琪悦 摄

江苏宿迁
又见送戏下乡来

一方乡土一方人 一脉传承古艺新

周建（左）在研究扎制工艺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