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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编出“麦”好生活
广西：非遗成群众脱贫创收利器

非遗记忆

□ 孟萍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的 青 少 年 活 动 中 心 里 ，一 批 又 一 批 学

生 在 老 师 指 导 下 学 习 织 锦 ；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 教 育 局 、泗 水 乡 社 区 学 习 中 心

举 办 竹 编 工 艺 培 训 班 ，邀 请 广 西 非 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编工艺传承人为 53

名 学 员 现 场 传 艺 …… 近 年 来 ，广 西 深

入 挖 掘 丰 富 的 非 遗 资 源 ，强 化 传 承 和

利 用 ，使 非 遗 项 目 不 仅 融 入 了 人 民 日

常 生 活 ，更 是 成 为 群 众 脱 贫 创 收 的 利

器，“非遗+扶贫”“工艺+就业”的路子

越走越宽。

“指尖经济”点亮生活

壮 锦 、绣 球 都 是 广 西 具 有 民 族 文

化 符 号 的 特 产 。 近 年 来 ，广 西 许 多 偏

远 民 族 地 区 的 群 众 通 过 织 绣 等“ 指 间

经济”，织出脱贫致富路。

靖 西 市 新 靖 镇 旧 州 村 是 有 名 的 绣

球 村 。 现 在 旧 州 有 2300 多 村 民 ，其 中

一半人从事绣球制作。旧州的绣球风

情 街 和 壮 族 生 态 博 物 馆 、靖 西 市 非 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非遗保护基地每

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以上。

靖西市绣蕴坊绣球文化有限公司是

绣球文化扶贫的实践者之一。据了解，

绣蕴坊近年来举办绣球技能、技艺培训

300 多场，受益群众达两万多人。如今，

绣蕴坊年营业额达到了 500 多万元。绣

蕴坊创办人王秀芬说：“我们先对绣娘

进行培训，约定时间再到村子里收货，

工资现结，按件计工资。”目前，绣蕴坊

带动 400 多名农村妇女居家就业，其中

贫困户 36户 65人，已全部实现脱贫。

柳 州 市 级 非 遗 项 目（苗 族 刺 绣）代

表性传承人李伊园创办的彩云苗艺已

成 为 助 力 当 地 贫 困 妇 女 脱 贫 的“ 金 绣

球 ”居 家 灵 活 就 业 示 范 基 地 。 她 以 基

地 和 扶 贫 车 间 为 依 托 ，累 计 培 训 贫 困

妇 女 近 3000 人 ，帮 助 贫 困 户 增 收 60 余

万元。如今，李伊园带着 160 多名绣娘

一 起 制 作 苗 绣 ，绣 娘 每 月 收 入 有 1500

元至 3000 元。

融 水 县 香 粉 乡 古 都 村 大 盘 屯 贫 困

户贾会连是一名绣娘。贾会连每年凭

着苗绣增加收入近 1.8 万元 ，现在一家

人已经脱贫。红水乡振民村英培屯村

民韦梅论经过培训后在县城开了一家

手 工 剪 花 苗 衣 店 ，每 年 收 入 两 万 元 。

2019 年 4 月 ，韦 梅 论 被 评 为 柳 州 市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苗 族

刺绣”代表性传承人。

1993 年 出 生 的 覃 桂 珍 ，是 三 江 侗

族 自 治 县 同 乐 苗 族 乡 同 乐 村 平 溪 屯

人 。 她 出 生 在 侗 绣 世 家 ，奶 奶 是 远 近

有 名 的 侗 绣 艺 人 ，妈 妈 韦 清 花 和 伯 母

杨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侗绣）代表性传承人。她家也

被 建 成 集 侗 族 刺 绣 展 示 、传 承 和 销 售

于一体的农家式博物馆。

覃 桂 珍 说 ：“2019 年 以 来 ，我 们 共

培 训 绣 娘 500 多 人 次 ，推 荐 30 多 名 绣

娘 就 业 。 依 靠 侗 绣 ，她 们 每 年 人 均 增

收 6000 元到 7000 元。”

龙 州 县 2018 年 列 入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第 一 批“ 非 遗 + 扶

贫 ”重 点 支 持 地 区 。 广 西 金 壮 锦 文 化

艺术有限公司 2017 年在龙州创办了壮

锦技艺工坊，组织农村妇女参加培训，

每 人 每 天 织 锦 2 至 4 小 时 ，年 纯 收 入

5000 元 至 1 万 元 以 上 。 目 前 ，公 司 有

织 女 55 人 ，其 中 ，涉 及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7 户，贫困人口占比达 34%。

唱不完的民歌奏不尽的乐曲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2020 中

国攀岩自然岩壁精英挑战赛（马山站）

在马山县攀岩特色体育小镇三甲拉开

帷幕。马山县的各族群众唱起悠扬的

三声部民歌，敲起雄浑的马山会鼓，迎

接各地攀岩精英的到来。

如 今 ，三 声 部 民 歌 与 壮 族 会 鼓 、扁

担舞一道被誉为“马山三宝”，是节庆

之日或重大的群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

表 演 节 目 ，已 成 为 马 山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的名片。

在 当 地 政 府 和 文 化 部 门 的 支 持

下 ，马 山 县 古 零 镇 安 善 村 下 安 屯 温 桂

元从 2007 年起把壮族三声部民歌展示

中 心 和 培 训 基 地 设 在 了 自 己 的 家 中 。

这位八旬老人已经整理和创作了上千

首壮族三声部民歌。

广 西 有 唱 不 完 的 民 歌 ，也 有 奏 不

尽的乐器。芦笙作为一种传统民族乐

器，在侗族、苗族等日常生活和节日庆

典中不可或缺。78 岁的苗族老人梁炳

光是融水苗族自治县知名的芦笙制作

师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芦 笙 制 作）代 表 性 传 承 人 ，梁 炳 光

除 了 自 己 制 作 和 修 理 芦 笙 外 ，多 年 来

还在县城开设了梁炳光苗族芦笙制作

传 承 展 示 馆 ，先 后 传 艺 授 徒 60 多 名 ，

遍及 10 多个乡镇。

据 了 解 ，近 年 来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设立非遗专项资金，通过“奖、扶”非遗

项 目 和 非 遗 传 承 人 ，广 泛 宣 传 非 遗 文

化，探索非遗传承和创新，积极营造全

社会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良好氛围。融

水县在县城苗家小镇建立了民族传统

工 艺 人 才 孵 化 中 心 ，计 划 利 用 3 年 时

间，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安

置 户 、乡 村 旅 游 经 营 者 、创 业 创 新 青

年、下岗失业人员等进行培训，通过发

展“微工厂”和“匠人村”不断与旅游相

融合，让群众从非遗传承发展中获益。

特色美食飨游人

今 年 元 旦 假 期 ，柳 州 螺 蛳 粉 产 业

园迎来一拨又一拨的游客。游客在螺

蛳粉博物馆里品尝螺蛳粉长桌宴是行

程 的 高 潮 。 在 大 快 朵 颐 之 后 ，游 客 们

纷纷解囊，购买螺蛳粉产品，并当场邮

寄 回 家 。 2020 年 ，柳 州 螺 蛳 在“ 宅 经

济”大潮中一飞冲天，成为国内外吃货

们最为期待的美食之一。柳州市政府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20 年 袋 装 柳 州 螺

蛳粉产销额达 105.6 亿元，较 2019 年增

长 68.8%。目前，袋装柳州螺蛳粉企业

达 113 家 ，日 产 量 最 高 达 325 万 袋 ，产

品 远 销 海 外 2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约 25

万个就业岗位遍布在全产业链各个环

节 ，带 动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4500 多 户 就

业，人均年增收 9000 元以上。

柳 城 县 东 泉 镇 雷 塘 村 村 民 粟 宝 雄

一 家 四 口 ，几 年 间 从 泥 砖 房 搬 到 了 外

墙 贴 着 瓷 砖 的 两 层 新 楼 房 ，这 都 得 益

于 2015 年雷塘村第一批被选为螺蛳粉

产业酸豆角、酸笋基地。

雷塘村村民粟红喜 2015 年进入村

里成立的绿宝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工

作 ，种 了 2 亩 豆 角 ，一 年 收 两 季 。 豆 角

丰 收 ，价 格 很 好 ，高 兴 之 余 ，粟 红 喜 又

加 种 2 亩 竹 笋 。 除 了 种 竹 笋 和 豆 角 ，

粟红喜还为螺霸王公司专门运输酸豆

角和酸笋。

2020 年 10 月 22 日 ，三 江 侗 族 自 治

县 林 溪 镇 冠 小 屯 ，村 民 们 用 芦 笙 踩 堂

和百家宴款待来自广东的一个千人旅

游 团 。 从 三 江 县 城 到 各 个 侗 寨 ，百 家

宴已成为侗乡文化体验的一大招牌。

2020 年 年 初 ，三 江 县 溪 镇 平 岩 村

岩寨屯奶更餐饮发展有限服务公司成

立。公司负责人吴爱仙自 2017 年起就

组织寨子里的一些妇女搞百家宴接待

游客。10 多户贫困户的妇女加入吴爱

仙 的 公 司 ，2019 年 接 待 游 客 3 万 多 人

次，人均收入 2 万多元。

大 化 各 族 自 治 县 近 两 年“ 夜 经 济 ”

发展得风生水起。每当华灯初上，县城

达吽小镇人气聚集，各个餐饮店生意火

爆。六也鱼怪、贡川滤粉等大化特色非

遗美食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品尝。

□ 杨茜茜

2021 年 春 节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的 非

遗 文 创 商 品 成 为 年 货 新 宠 。 节 前 ，由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主 办 ，内

蒙 古 展 览 馆 、各 盟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承

办的 2021 年内蒙古非遗年货展暨非遗

扶 贫 产 品 展 示 展 销 会 采 取“ 线 上 集 中

推介、线下分散销售”相结合的方式推

广非遗商品，让浓浓年味鲜活起来。

线上线下联动卖货

近 年 来 ，内 蒙 古 已 成 功 设 立 自 治

区 传 统 工 艺 工 作 站 7 个 、非 遗 扶 贫 就

业工坊 8 个，用“非遗+扶贫”线上线下

结 合 销 售 的 方 式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了

解 内 蒙 古 丰 富 的 非 遗 商 品 ，也 让 非 遗

传承人受益。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以 非 遗 产 品 为 主 ，

并与年俗有关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

民 俗 类 等 230 多 个 非 遗 项 目 产 品 加 入

了 拼 多 多“ 内 蒙 古 非 遗 馆 ”。 在 今 年 1

月 26 日 至 31 日 期 间 的“非 遗 年 货 展 销

优惠周”活动中，内蒙古老百姓实实在

在 地 过 了 一 把“ 足 不 出 户 赶 云 集 抢 牛

货 ”的 瘾 。 同 时 ，已 有 100 多 家 非 遗 商

家 在 线 下 实 体 店 同 步 开 展 活 动 ，形 成

线 上 线 下 联 动 的 聚 合 效 应 。 截 至 1 月

31 日，拼多多“内蒙古非遗馆”“非遗年

货 展 销 优 惠 周 ”活 动 线 上 集 中 销 售 和

线下分散销售成交金额为 135 万元，成

功助力贫困地区非遗传承人群体拓展

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乌 兰 察 布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丰 镇

市恩宝月饼的负责人郭焱说：“恩宝月

饼 因 其 松 软 、香 甜 、易 于 储 存 等 特 点 ，

在国内的月饼行业独树一帜。自治区

这 次 举 办 的 非 遗 年 货 展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结 合 的 销 售 方 式 为 内 蒙 古 的‘ 老 字

号 ’扩 宽 了 市 场 。 通 过 政 府 搭 建 的 平

台 ，我 们 的 商 品 可 以 销 售 到 更 远 的 地

方。”

产品丰富特色鲜明

据 了 解 ，今 年 非 遗 年 货 展 示 中 的

“非遗之礼”“非遗之物”“非遗之味”三

大类别，汇集了和林格尔剪纸、龙乡绣

花鞋、核雕、蒙古族唐卡、蒙古族银器、

蒙 古 族 珠 绣 、卓 资 山 熏 鸡 、糖 塑 、古 法

卤 肉 等 非 遗 年 货 ，并 通 过 视 频 、图 片 、

文 字 等 多 种 展 现 形 式 ，在“ 云 ”端 呈 现

内蒙古非遗的深厚底蕴和恒久魅力。

据 了 解 ，内 蒙 古 非 遗 商 品 主 要 靠

手 工 和 个 性 化 制 作 ，因 材 施 艺 具 有 工

业 化 生 产 不 能 替 代 的 特 性 ，还 具 有 历

史 传 承 和 民 族（地 域）特 色 、与 日 常 生

活紧密相连等特点。

在 内 蒙 古 非 遗 中 有 一 个 独 具 特 色

的产品“六合枕”。据六合枕传承人温

永 华 介 绍 ，制 作 六 合 枕 最 关 键 的 一 步

是 制 作 枕 芯 ，它 决 定 着 六 合 枕 中 六 孔

“ 花 瓣 ”的 位 置 是 否 中 正 、大 小 是 否 合

适 。 而 制 作 枕 芯 首 先 需 要 裁 剪 形 状 、

大小一模一样的底衬，绷上花布，固定

位 置 ，并 缝 合 成 六 个 口 向 外 延 伸 的 花

芯 布 套 。 这 个 工 艺 比 较 复 杂 ，前 后 加

起 来 有 三 十 多 道 工 序 ，一 个 枕 最 少 要

缝 2600 至 3000 多针。

目 前 ，六 合 枕 融 入 了 草 原 和 现 代

文 化 的 元 素 ，也 衍 生 出 “ 肘 枕 ”“ 合 家

欢 枕 ”“ 圆 形 乾 枕 ”“ 儿 童 枕 ”“ 靠 枕 ”

“ 香 包 ”等 新 品 ，形 状 也 由 原 来 的 六 孔

衍 生 为 八 孔 、十 孔 、十 四 孔 等 ，受 到 消

费者的欢迎。

加强培训传承有序

2020 年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持 续 加 强 非 遗 文 化 制 度 建 设 ，完

善 非 遗 名 录 体 系 ，加 大 非 遗 宣 传 展 示

和 人 才 培 训 力 度 ，继 续 实 施 非 遗 传 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据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内蒙古增建自

治 区 传 统 工 艺 工 作 站 4 个 、非 遗 扶 贫

就业工坊 8 个，推荐 4 个国家级贫困县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纳入国务院脱贫攻

坚 项 目 库 ；支 持 14 个 自 治 区 传 统 工 艺

工 作 站 、非 遗 工 坊 开 展 非 遗 助 力 精 准

扶 贫 培 训 及 展 示 交 流 活 动 ；并 建 立 拼

多 多“ 内 蒙 古 非 遗 馆 ”线 上 销 售 平 台 ，

组织全区传统工艺企业、老字号、传承

人 、非 遗 扶 贫 就 业 工 坊 及 非 遗 相 关 企

业 117 家 参 加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联 合 电 商

平 台 举 办 的“ 非 遗 购 物 节 ”；举 办 多 场

内蒙古传统工艺线上培训班和非遗培

训 班 ，累 计 培 训 400 余 人 ；2020 年 间 组

织多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采取线上、

线 下 结 合 的 形 式 ，集 中 展 示 内 蒙 古 非

遗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进景区、进

卖 场 ；同 时 在 8 个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区 建

设 非 遗 展 示 、展 销 、展 演 基 地 ，推 动 非

遗体验游、研学游等。

从 2016 年 开 始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实 施 了“ 非 遗 传 承 人 群 研

修研习培训计划”，重点对贫困旗县传

统工艺类传承人群及从业者进行整建

制 培 训 ，培 训 60 余 期 5000 余 人 次 。 举

办 学 术 研 讨 会 等 重 大 活 动 20 余 次 ，举

办各级各类非遗展览、演出、民俗活动

8000 余 场 ，300 余 万 人 次 参 加 ，全 面 展

示 了 自 治 区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成 果 ，不 断

提升自治区非遗的知名度、影响力。

目 前 ，内 蒙 古 已 经 开 始 实 施“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记 录 工 程 ”，对 21 位

70 周岁以上国家级传承人所掌握的知

识 和 精 湛 技 艺 进 行 全 面 记 录 ；还 实 施

了“双百保护”工程，完成 100 个濒危项

目实践过程、100 位年老传承人口述史

的系统记录；实施了非遗保护传承“千

校 万 户 ”计 划 ，切 实 推 进 非 遗 进 校 园 、

进教材、进课堂。

内 蒙 古 在 开 展“ 内 蒙 古 非 遗 年 货 ”

直播推介过程中，同时举办了“传统工

艺大课堂”。大课堂邀请蒙古族皮雕、

马 头 琴 制 作 、河 套 剪 纸 、木 雕 制 作 技

艺 、托 县 花 馍 馍 和 六 合 枕 制 作 技 艺 等

10 个 非 遗 项 目 的 传 承 人 齐 聚 活 动 现

场，为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草原味道、

精美别致的非遗文创以及特色工艺品

讲 解 ，带 领 观 众 走 近 这 些 好 玩 好 吃 好

看的“非遗好物”。

马 头 琴 制 作 传 承 人 莫 德 乐 图

说 ：“ 马 头 琴 作 为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早 在 2006 年 就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20 年 ，我 们 多 次 举 办

非 遗 进 校 园 活 动 、传 统 工 艺 大 课 堂

等 ，让 对 马 头 琴 工 艺 感 兴 趣 的 群 众 在

视 频 中 学 习 马 头 、琴 箱 、琴 杆 制 作 方

法 ，更 推 出 了 马 头 琴 一 比 一 的 手 工 艺

制 作 材 料 包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了 解 蒙 古 族 文 化 和 蒙 古 马 精

神 ，让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在 年 轻 一 代 中 传

承 、发 扬 。”

内蒙古:年货新宠有非遗

□ 罗赟鹏 记者 张陇堂

传 承 千 年 的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以

其 巧 妙 的 构 思 、精 美 的 制 作 赢 得 人 们

的 喜 爱 。 而 在 今 天 的 陇 原 大 地 上 ，日

益 壮 大 的 麦 秆 画 制 作 队 伍 给 麦 秆 画

技 艺 的 传 成 和 保 护 增 添 了 新 鲜 血

液 。 精 益 求 精 制 作 出 的 麦 秆 画 也 用

它 自 身 魅 力 博 得 市 场 青 睐 ，陇 原 大 地

上 的 麦 秆 画 制 作 者 们 更 是 用 勤 劳 的

双手编织出属于他们的“麦”好生活。

始于热爱

家 在 甘 肃 省 临 夏 回 族 自 治 州 康

乐 县 康 丰 乡 道 家 村 的 马 志 花 有 一 手

精 湛 的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 一 支 支 麦

秆 在 马 志 花 的 手 里 ，经 过 熏 、蒸 、漂 、

刮、推、烫等多道工序，逐渐形成一件

精 美 的 麦 秆 画 作 品 。 如 今 马 志 花 也

成 了 一 名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的 州 级 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马 志 花 说 ：“ 长 辈 们 农 闲 时 就 会

做 麦 秆 画 。 他 们 制 作 的 时 候 我 就 在

一 旁 观 看 ，看 着 自 己 所 熟 悉 的 麦 秆 ，

在长辈的手里变成鸟、树、花等，感到

很 神 奇 。 从 那 时 候 起 我 内 心 就 被 种

下 了 想 学 习 和 了 解 这 门 古 老 技 艺 的

种子。”

如 果 说 马 志 花 家 族 传 承 式 的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给 了 她 一 个 从 小 就 耳

濡 目 染 的 学 习 环 境 ，让 她 能 够 发 乎 于

心 的 爱 上 这 门 技 艺 。 那 么 ，同 样 是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的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唐 巧 红 ，则 因 对 这 门 技 艺 的

喜 爱 ，从 先 前 的 简 单 了 解 ，变 成 了 一

位能够教学带徒的麦秆画制作技师。

“ 从 小 我 就 喜 欢 做 各 种 手 工 活 ，

像编草帽、蚂蚱笼、小鸟笼、绣花鞋垫

等 等 ，做 的 手 工 艺 品 除 过 送 亲 朋 好 友

外 ，有 时 候 也 拿 到 市 集 上 换 点 钱 填 补

家 用 。”家 在 甘 肃 省 平 凉 市 庄 浪 县 的

唐 巧 红 说 ：“ 记 得 北 京 奥 运 会 福 娃 发

布 会 后 ，我 也 试 着 用 麦 秆 制 作 了 一 副

福 娃 麦 秆 画 ，这 幅 麦 秆 画 后 来 被 我 们

县 上 一 个 装 潢 公 司 老 板 看 上 买 走

了。”

自 己 手 工 制 作 的 工 艺 品 能 够 被

人 们 喜 爱 ，这 极 大 地 鼓 舞 了 唐 巧 红 ，

而 且 还 因 此 得 到 了 一 笔 收 入 贴 补 家

用 ，这 更 加 坚 定 了 唐 巧 红 要 将 这 门 手

艺学精的念头。

精炼技艺

一 门 非 遗 技 艺 的 掌 握 和 熟 练 ，光

靠 喜 欢 和 想 学 习 的 热 情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还 需 要 学 习 者 有 足 够 的 耐 心 和 一

颗能够吃苦的决心。

“ 我 没 有 专 业 学 过 画 画 ，所 以 在

学 习 制 作 麦 秆 画 时 就 需 要 比 有 画 工

底 子 的 人 付 出 双 倍 的 功 夫 。 白 天 上

班 ，晚 上 就 自 己 摸 索 锻 炼 技 艺 ，投 入

其 中 就 觉 得 时 间 过 得 很 快 。”唐 巧 红

回 忆 自 己 学 习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的 过

往 时 说 ，家 里 人 看 到 自 己 的 忙 碌 身

影 ，都 觉 得 做 麦 秆 画 太 辛 苦 、太 过 劳

累 。 不 过 ，因 为 心 里 的 热 爱 ，唐 巧 红

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7 岁 的 那 一 年 ，为 了 学 习 和 借 鉴

不 同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和 方 法 ，马 志 花

离 开 了 家 乡 到 河 南 省 继 续 学 习 麦 秆

画 的 制 作 ，以 求 自 己 制 作 麦 秆 画 更 专

业、更精致、更易打动人。

通 过 不 断 的 学 习 和 摸 索 ，马 志 花

和 唐 巧 红 在 麦 秆 画 制 作 上 越 发 得 心

应 手 。 娴 熟 的 技 艺 让 她 们 各 自 的 麦

秆 画 作 品 更 加 精 秀 美 丽 ，深 受 消 费 者

喜爱。

手 艺 在 被 认 可 后 ，唐 巧 红 更 有 信

心 了 。 2016 年 ，她 在 庄 浪 县 的 一 家 商

场 里 租 了 一 间 铺 面 ，专 门 用 来 售 卖 自

己 制 作 的 手 工 艺 品 ，其 中 ，最 具 特 色

的就是麦秆画。

马 志 花 则 在 西 藏 拉 萨 打 拼 ，成 立

了 拉 萨 市 麦 之 魂 工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

得 益 于 拉 萨 市 旅 游 业 良 好 的 发 展 势

头 ，马 志 花 的 公 司 越 办 越 好 ，她 的 麦

秆画也销往全国各地。

传承发扬

在 马 志 花 的 心 里 一 直 有 一 个 想

法 ，就 是 能 够 回 到 家 乡 康 乐 ，将 麦 秆

画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发 扬 ，让 更 多 的 乡 亲

们 习 得 掌 握 这 门 手 艺 ，为 他 们 奔 向 小

康生活助一臂之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8

年 ，康 乐 县 依 托 国 家 优 惠 政 策 ，积 极

建 立 扶 贫 车 间 ，帮 助 更 多 贫 困 百 姓 实

现就业，助力他们脱贫致富。“2018 年

5 月 回 家 时 ，我 听 说 县 上 号 召 人 们 返

乡 创 业 ，并 且 有 多 种 优 惠 政 策 支 持 ，

我 就 觉 得 这 是 个 机 会 。”马 志 花 在 家

乡 成 立 了 康 乐 县 蓝 灵 麦 之 魂 工 艺 品

有限公司，实现了自己的愿景。

在 庄 浪 县 相 关 政 府 单 位 的 扶 持

和 引 导 下 ，唐 巧 红 在 庄 浪 县 水 洛 镇 新

昌 路 附 近 建 立 起 了 麦 秆 烫 画 非 遗 扶

贫就业工坊。现今，工坊吸纳了 37 个

工作人员。

“ 到 工 坊 来 学 习 和 制 作 工 艺 品 的

除 了 贫 困 户 ，还 有 到 县 城 来 陪 小 孩 读

书 的 妈 妈 们 。 小 孩 上 学 时 ，她 们 就 过

来制作麦秆画等手工艺品。我们这边

是 按 件 付 费 ，平 均 算 下 来 每 人 每 月 有

1500 元 左 右 的 收 入 。”唐 巧 红 说 ：“ 另

外，工坊每年都会举行一些培训，一期

培训都不少于 50 人，力求起到真正效

果，让更多的人掌握这门技艺，并能够

获得收益。”

马 志 花 的 公 司 成 立 后 ，积 极 响 应

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公司＋农户”的

生 产 经 营 模 式 ，不 断 吸 纳 周 边 村 的 贫

困 户 妇 女 ，共 同 参 与 麦 秆 画 制 作 ，实

现 居 家 灵 活 就 业 。“ 女 工 们 有 时 间 就

来 做 工 ，一 个 月 基 本 工 资 有 1700 元 ，

然 后 按 件 拿 提 成 ，手 法 娴 熟 的 可 以 赚

到 3700 元左右。”马志花说。现在，康

乐 县 蓝 灵 麦 之 魂 工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主

营 的 麦 秆 画 产 品 深 受 消 费 者 的 好 评 ，

迈 上 了 集 培 训 、生 产 和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良性发展之路。

今年春节期间，各地特色年俗

文化商品因其特有的“年味儿”受

到 游 客 的 热 捧 ，成 为 炙 手 可 热 的

旅游商品。图为在北京前门步行

街 ，作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老 北

京“吹糖人儿”吸引了众多市民和

游客。

本报记者 陈晨 摄影报道

新华社南宁 2 月 15 日电（记者

黄浩铭）春 节 期 间 ，在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的一些壮瑶村寨，人们会以敲打铜

鼓 的 方 式 祈 求 风 调 雨 顺 、五 谷 丰 登 。

而这种制造精美的铜鼓，曾一度因为

制 造 工 艺 的 失 传 面 临 着 传 承 危 机 。

后来，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铜

鼓 铸 造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韦 启 初 等 铜 鼓

爱 好 者 的 反 复 试 验 之 下,铜 鼓 铸 造 迎

来了“新生”。

春 节 前 夕 ，走 进 韦 启 初 位 于 广 西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铜鼓铸造厂，烧

得 火 红 的 锻 造 炉 里 流 淌 着 炙 热 的 铜

水 ，工 人 们 把 铜 水 注 入 铜 鼓 模 具 之

中。一旁的成品展示区，数十个已经

制作完成的铜鼓正在等待包装，运往

各 地 。“ 现 在 的 产 品 是 出 来 一 批 卖 一

批，很抢手。”韦启初说。

韦 启 初 出 生 在 一 个 铸 造 工 匠 家

族，高祖父是清朝时期的民间铜鼓铸

造 师 ，但 到 韦 启 初 父 亲 这 一 代 ，家 族

已经转为铸造铁锅、铝盆等日常用品

为主，铜鼓铸造技艺逐渐失传。

在 我 国 南 方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铜 鼓

是颇具代表性的文物，与当地各民族

的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生 活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一 起,形 成 独 特 的 铜 鼓 文 化 。 20 世

纪 90 年 代 ，韦 启 初 和 父 亲 一 起 在 广

西 、贵 州 等 地 做 生 意 ，发 现 当 地 少 数

民 族 群 众 使 用 的 铜 鼓 历 史 都 在 百 年

以 上 ，而 且 数 量 急 剧 下 降 ，铜 鼓 这 种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活 化 石 ”面 临 失 传 的

风 险 。 但 对 于 铸 造 铜 鼓 的 工 艺,无 任

何 文 献 记 载 ，也 没 留 下 任 何 铸 造 模

具。

韦 启 初 说 ，当 时 经 常 有 群 众 四 处

打听是否有铜鼓出售，但铜鼓铸造技

艺几近失传，市面上只有少量古老的

铜鼓出售，他和父亲决定自己研究铜

鼓铸造。

铜 和 铁 、铝 的 特 性 不 一 样 ，用 模

具 简 单 拼 装 起 来 的 铜 鼓 虽 然 外 形 与

传统的铜鼓相似，但敲击时的声乐效

果 达 不 到 要 求 。 为 了 做 到 原 汁 原 味

复制，韦启初走访了数十个还在使用

铜鼓的少数民族村寨，对现存的铜鼓

进 行 了 反 复 研 究 和 试 验 。 为 筹 钱 购

买试验用的原材料，韦启初甚至卖掉

自己的拖拉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经 历 上 千 次 试 验 失 败 后 ，1997 年 ，韦

启 初 利 用 砂 模 铸 造 法 铸 造 出 一 面 铜

鼓 。 这 面 铜 鼓 无 论 是 外 观 还 是 声 乐

效果，都与传统铜鼓十分接近。

“ 别 小 看 这 样 一 面 铜 鼓 ，除 了 表

面 和 内 部 有 精 致 的 太 阳 纹 、鸟 纹 、羽

人纹等纹饰，各个部位的厚度也十分

讲 究 ，只 要 有 一 些 偏 差 ，敲 打 时 发 出

的声音就达不到要求。”韦启初介绍，

铜鼓铸造成型之后，还需要根据不同

演奏需求进行调音和打磨，经过一系

列工序之后，铜鼓制造才真正完成。

20 多年来，韦启初不断对铜鼓铸

造 工 艺 进 行 改 良 ，小 至 0.39 厘 米 微 型

礼 品 铜 鼓 ，大 到 6.68 米 巨 型 铜 鼓 ，这

些铜鼓无论是鼓形、花纹、鼓声、质量

等 都 已 达 到 民 间 使 用 要 求 。 他 的 铜

鼓铸造厂现有近 50 名工人，年产铜鼓

达两万面，产品除了能够满足少数民

族群众演奏需求，还作为艺术品走进

更多群众的生活之中。

让传统技艺复活的“铜鼓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