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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以村民们编好的单品为基
础，设计研发出常见的生活用品、文创
产品，又将贺兰山岩画等独特的宁夏
地域文化特色融入其中。 2020 年，
张璟设计推出麻编“滩羊宝宝”，她先
将玩偶零件的编织方法和尺寸教给村
民，再将缝合与填充的方法在社区招
募女工进行批量制作。在政府和社会
各界帮助下，张璟及其团队已完成巴
鸟麻编手工坊传承基地、手工创意工
作室和月牙湖乡移民扶贫就业工坊的
建立，麻编技艺培训受益人已超过 400
人，其中近 100人能独立接单完成工艺
品制作。她将这些成品带到各大展销

会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喜爱与欣赏，
甚至走出国门，到日本、法国、俄罗斯
等地进行文化交流，订单也纷至沓来
应接不暇。

凭借着如麻一般的韧性与坚守，
张璟与巴鸟团队扎根乡村所做的项
目，被列为 2018年文旅部“一带一路”
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她设计的
麻编手工扶贫产品多次获得国内各
大奖项；麻编扶贫手作挂件《滩羊宝
宝》荣获 2020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
赛“金奖”；2020年代表宁夏特色文化
入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张璟被自
治区妇联授予“宁夏巾帼创业之星”

称号。
虽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

张璟看来，手艺扶贫这条“长征路”依
旧充满艰辛。如今，麻编非遗工坊将
非遗传承培训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有机融合，建立起与移民村民“零投
入、无风险、包分销”的合作模式。截
至目前，工坊已研发麻编包、手作玩
偶、生活实用品等 120多个品种，申请
知识产权 56项，外观专利 12项。并富
有创意地为非遗工坊村民制作专属名
牌，每一件手工作品可追溯到非遗工
坊的每一位村民，使麻编产品变得更
加有温度。

——记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麻编项目传承人张璟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日前，记者从银川市文旅局获
悉，昆曲全本《牡丹亭》将于 3月 2日至 3日在银川剧院上
演，目前购票通道已开启。

《牡丹亭》主要讲述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内心
向往冲破礼教约束与意中人柳梦梅历经坎坷，一家终团圆
的感人爱情故事。《牡丹亭》作为戏曲大师汤显祖创作的最
高成就之一，其文学欣赏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唐诗宋词，多
个名句传唱甚广，如“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秋影挂银河，展天身，自在波。”等，文辞典雅，语言秀丽，
辅之以昆曲唱调，令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和美丽。

据悉，本次上演的全本《牡丹亭》为全本 55折，分上、
中、下三本，每场一本，共计 2天完成演出，总计时长达 8
小时。

上海昆剧团在致力于艺术继承的同时，有效推动新剧
目的创作，曾 4次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3次获中
国戏曲学会奖，多次获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剧协等
部门授予“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中国
戏剧节剧目奖、中国昆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等国家级艺术
奖励。先后共有 12人 13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2人 2
次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22人 29次获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1986年荣获文化部振兴昆
剧第一奖，被誉为是“一流剧团、一流演员、一流剧目、一流
演出”。

麻是一种草本植物，也被称为最原始最古老的纺织材料，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的美称。史料
记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使用麻的国家之一。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人们常用麻来编织线绳、鞋
帽等日用品，随着后期发展，麻成为我国一种普遍的种植作物。

2017 年，自治区级麻编非遗传承人张璟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开设麻编培训班，成立麻编非
遗工坊，让传承数千年的民间艺术以传承促发展，带动周边村民致富，在新时代绽放出夺目光彩。近
日，宁夏麻编工坊入选全国66个“非遗工坊典型案例”。

麻编，就是把麻纤维拧成绳子，再
通过编织的技法把这些纤维做成工艺
品。张璟介绍，麻纤维源于麻的茎皮
部分，茎皮部分最有韧性。这类植物在
生长过程中不需要农药，且植物组织可
以在环境中自然分解，是理想的环保
原料。

多年来，宁夏南部山区种植的汉
麻，为麻编工艺品提供了充足原材料，
也使得宁夏麻编成为宁夏灿烂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瑰丽的一朵。“麻编做到
最后，你会发现，真正支撑你的这个信
念最后能给你带来非常美好的一些东
西。”张璟这样说。

月牙湖乡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是
银川市最大的移民安置区。这里的年
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儿童及
部分残障人士则留在当地。受历史原
因影响，留守村民多数不识字，缺乏收
入来源，他们也是政府扶贫的重点对
象。于是，借助当地的文化和资源优
势，张璟于 2017 年底在月牙湖乡开设
麻编培训班，并成立非遗麻编手工坊。
工坊里的学员大多为女性，最小的有 26
岁，最大的有 70多岁。她用自己最擅
长的麻编技艺带领村民，用双手赢取
美好生活。

指尖上编出幸福花

宁夏 艺人

张璟小时候头上戴的，身上穿的，
都是姥姥和母亲制作的麻编，这也使
得她对麻编技艺的运营有着轻车熟路
的经验。为了提高村民经济收入，
张璟带动村民们设计制作出手包、挂
件、摆设、收纳筐、钥匙扣等生活用
品。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她
首先耐心地带着学员们先从搓捻、打
结、盘绕、编辫等基础编织技法入手，
手法练好后，再进行钩织、缝合、麻
绣。在张璟手把手的指导与示范下，
村民们慢慢地可以编出四棱辫、六股
辫、杯垫、地垫等简单成品。张璟和巴
鸟团队用计件制的收购方式将编好的
成品出钱买下，再带回工作室进一步

加工改良。在这过程中，张璟也深刻
体悟到手艺扶贫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经过反复磨合，不少村民一天能编织
20余个作品，结算工资时也有了令人
满意的收益。

5 年来，张璟不仅开设麻编培训
班，向村民们传授非遗技艺，还选购麻
纤维原材料、配件、制作模具、定制编
织工具，并深入研发设计出适合村民
们制作的样品。截至目前，工坊累计
培训 1000多人，可承接订单 300余人，
稳定就业 96人，彰显了非遗传统手艺
丰厚文化底蕴，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技艺人才培养与壮大，让乡村文化
焕发出了“新活力”。

手艺扶贫一路同行

长路漫漫仍将努力

张璟在制作麻编。

麻编制品手工玩偶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日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
合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全区开展“启航新征程·畅游美丽新
宁夏”崇军行动，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长期免首道门票，
以实际行动助推我区崇军拥军工作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以全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奋斗目标，围绕“文化强区铸魂、旅游富民增收，
为特色产业赋能、促民族团结融合，展示美丽新宁夏”的战
略定位，引领全区文旅行业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推动
全区文旅工作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 2022年全区 102家A
级旅游景区积极参与“崇军行动——畅游神奇宁夏”活动
的基础上，为推动宁夏双拥工作开创新局面，2023年，精心
组织筹划、广泛思想发动，全区 133家A级旅游景区自愿长
期参加“启航新征程·畅游美丽新宁夏”崇军行动，为全国
持有军官证、士兵证、退出现役证、双拥卡、残疾军人证等
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本人，提
供免首道门票的优待。

本报讯（记者 束 蓉）日前，“锦绣塞上”2023年宁夏
刺绣传承人群培训班在吴忠市落下帷幕。本次培训班为
期 4 天，共有来自宁夏刺绣非遗传承人、刺绣艺术爱好
者、各市非遗专干、宁夏文化馆非遗部工作人员等 60 余
人参加。

本次培训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自治区文化
馆（自治区非遗保护中心）和吴忠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承办，
吴忠市文化馆（吴忠市非遗保护中心）协办。采取专题讲
座、现场教学、座谈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国家非
遗政策解读、刺绣操作实践、保护利用及融合发展方面
邀请区外知名专家进行专题授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林继富、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犇以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苏绣（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府向红等通过理论指导、经验传授、现场
展示、参观交流等环节，帮助宁夏学员们认识到刺绣的
创新发展，同时要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将对生活的热忱
融入到创作过程中。

据了解，宁夏刺绣是我区流布最广的民间艺术，于
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截至目前，共认定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23名，相关自
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 13个。通过举办培训班，帮助于
开拓宁夏刺绣传承人创作思路、提升刺绣作品研发水平，
对进一步助推非遗与其他业态多元融合发展、促进我区黄
河流域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昆曲名作《牡丹亭》
3月银川首演

全区133家A级景区长期对
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免首道门票

2023年宁夏刺绣传承人群
培训班在吴忠市举办

2 月 18 日，演员在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沂蒙》
中表演。

当晚，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沂蒙》在澳门上
演，生动再现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在山东沂蒙的军民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感人故事。 新华社发

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
《沂蒙》在澳门上演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除了修复
文物，于艳龙也愿意深入研究文物背后
的故事。在修复顺兴号钱票时，他不仅
完成修复，还围绕顺兴号钱票的历史、
修复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了两篇论
文发表在《中国钱币》与《文物天地》上。

为何要对“顺兴号”钱票深究？于
艳龙有着自己的初衷与想法。“‘顺兴号
’钱票是在进行孔府档案散档整理中的
重要发现之一。”于艳龙说，“顺兴号”钱
票是清光绪年间孔府顺兴号钱店发行
的地方型钱票，其流通范围在曲阜及周
边几个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地
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研究地

方经济史等有重要意义。钱票的发现，
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相关事件所
佐证。

不仅如此，该钱票正反两面均有书
写文字，或有红色印章，且多存有加贴
多层纸条的情况，在保护修复过程中亦
有创新修复之法可分享。便于为同行
业者在修复此类纸质文物时，提供参考
和借鉴。

“修复文物，也是履行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之责。”于他而言，身为文物修复
师虽肩负着延续文物生命的使命，但文
物价值的深入挖掘及文物背后的历史
故事更需多加探索。（据《齐鲁晚报》）

为濒危古籍续命 让千年档案重生
除尘、揭取、展平、加固、补缺……10 年间，每一道纸质文物修复步骤的每个

动作，于艳龙都烂熟于心。让“病”着的有机文物重新焕发生命，即是他身为文
物修复者“素手余馨”的重要工作。从 2012 年进入曲阜市管理文物委员会，到调
入孔子博物馆工作 5 年多。10 年间，于艳龙经手修复过的国家三级以上文物已
达 200 余件，他正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担起延续纸质文物生命的“第一健康
责任人”。

孔子博物馆是个既热闹又冷清的
地方，热闹是因为它一年四季有无数游
客驻足停留。踏入那“冷清”之地，沿着
长廊而行，有一间标有文物修复室字样
的工作室。推开两道门，一阵古旧书卷
的气息迎面而来。孔子博物馆科技保
护部副主任于艳龙每日都会伏案修复
古籍。

“纸张作为有机文物，寿命有限，我
们的工作即是通过修复让文物焕发‘新
生机’,使文物更长久地保存下去。”在于
艳龙眼中，文物修复师即是延续文物生
命的第一责任人，容不得半点马虎。

一件纸质文物送来后，先要进行
“会诊”。“修复古籍与人看病差不多，情

况不同，检测结果不同，治疗方案就也
不一样。”于艳龙坦言，《纳书楹正集曲
谱（卷四）》一册 85页，除封面外，其余书
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残损、断裂、虫蛀
情况。在修复之前，先要对古籍进行现
状调查及纸张纤维分析。待对古籍材
质、病害分析清楚后，即会确定具体修
复方法。

此时，修复工作便迈入“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历经拆书、除尘、清洗、溜口、补
缺、压平、折页、锤平、齐栏、装订……十余
道程序，一件文物才能修复如初。“纸质
文物修复工作多数都需要耐得住寂寞，
将残缺不全的纸张展平、修复，需要的不
仅是工艺，更多的是耐心。”于艳龙说。

或许是纸质文物特有的历史厚重
感，仿佛让修复者的性格也都沾染了这
股子稳重的气息。生于 1986年的于艳龙
起身、行走、拿物，纵使无关工作，他都
依然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节奏，似乎那份
稳重、谨慎早已刻入骨子里。

看着如此专注于文物修复工作的
于艳龙，很难想象在入行之初他也曾有过
一丝抗拒。“我研究生学的是考古专业，
考古是面对未知的探索，文物修复则是
对已知的完成。”于艳龙坦言，报考专业
之初，本以为可以去野外考察，走遍全
国。没想到，最终被“困”在修复桌的方
寸之间，手中一本残破的古籍，四周被毛
笔、糨糊、棕刷、镊子、剪刀等工具环绕，
溜口、补洞、喷水、压平……每天的工作
看起来十分单一、枯燥，但做着做着，他
的心境很快发生了变化。看着一件件

“伤痕累累”、缺乏生机的古籍、档案，经自
己的手修复后重新焕发光彩，那份油然而
生的成就感是其他工作无法比拟的。

回望 10 年文物修复历程，参与修
复孔府档案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

“孔府档案体量大、修复耗时长，我
们五六个人花了几年才完成了 8000多
页的修复。”于艳龙称。孔府档案全称
为“孔子世家明清文书档案”，记录了自
明嘉靖年间直至民国期间孔府的各项
活动，历明、清、民国 400余年历史，总共
30余万件，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
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
私家档案文献。

面对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传世之
物，修复压力不言而喻。从公文到簿册、
信件……类型多样，部分絮化严重、遇水
成泥的纸张，为修复增加了不少难度。

“之前我们多采用整体托裱的方法，现在
采用局部病害处理修复，虽然修复技艺
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但能够保留文献原
装帧形式，尊重文献历史真实性。”于艳
龙坦言，纸质文物修复不仅是个手艺活，
更是一个需要细心钻研的活。

长年埋首故纸堆

从考古学子到文物医生

能修复还要写出来

斑驳缺损的古籍修补起来要特别小心。（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