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划燃重生之火3

小小火柴，40道工序2

亚洲最大火柴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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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世 纪 中
叶，人们对于火柴
的记忆大多来自泊
头火柴。那明亮的
火花点亮并温暖了
人们的生活。

点油灯、生火
做 饭 、燃 放 烟 花
爆竹……泊头火柴
在每个家庭中都充
当着重要角色。承
载了几代人记忆的
泊头火柴，也是点
燃沧州工业文明的
一颗火种。

随着打火机、
燃气灶等现代化点
火工具和灶具的出
现，泊头火柴逐渐
淡出了人们的生
活，泊头火柴厂也
早已停产。

然而，在泊头
市，省级非遗泊头
火柴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田向农，
却另辟天地，保留
着泊头火柴的“火
种”，使得这一技艺
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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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最早的火柴起源于
南北朝时期，是北齐的一群宫女
于公元 577年发现并传播的。她
们用小木棒沾上硫磺，摩擦即可
燃烧。后来，这一方法传入欧洲。
欧洲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
火柴，中国人称之为“洋火”。在
此后很长时间，人们使用的都是
火柴。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抵制外
货、收回权利的运动中，出现了
中国历史上兴办企业的第一次
高潮。在钱立亭和白聘三的发起
和筹建下，1912年 5月 22日，泊
镇永华火柴厂破土动工。永华火

柴厂是当时全国最早的火柴生
产厂家之一，也是当时我省最为

“现代化”的工厂。
在泊头市明光火柴厂的火

柴文化展览馆内，各个时期生产
的火柴和各类文创火柴被有序
地陈列其中。

田向农戴上手套，像对待珍
品一般轻轻地拿起一盒上世纪初
生产的印有“永华”字样的火柴。

他说：“白聘三曾求助于时任
民国代总统的冯国璋。冯国璋派
亲信押送四万块现大洋到火柴厂
入股。也正是这家工厂，改写了中国
人依赖‘洋火’的历史。也可以说，泊
头火柴肩负起了振兴国货、挽回
利权、实业救国的使命。”

据资料记载，1948 年泊头

解放后，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限
公司成为晋察冀乃至全国最早
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

1950年5月，泊镇永华火柴股
份有限公司归属国有。自此，“泊头
火柴”驶入快车道，成长为中国乃
至亚洲最大的火柴生产厂。

“泊头火柴厂面积最大时有
300多亩，人员最多时达3000多
人，这足以说明当时的规模。”田
向农自豪地说，“我刚上班时，一
个月拿 400块钱工资，比别的企
业高出一倍多。”

泊头火柴以质优价廉、发
火灵、耐擦划、抗潮湿等优良性
能，获得了全国知名品牌、河北
省首批著名商标等一连串荣誉
称号。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一次性打火机开始普及，火柴逐
渐成了时代的“弃儿”。

2006 年，泊头火柴厂宣告
停产。当时全厂几千名员工人心
惶惶。同年，在泊头火柴厂从事
刷磷工作的田向农召集30余人
办起泊头市明光火柴厂。

“1991年，我刚满17岁就到
泊头火柴厂工作了，一直干到企
业停产。我对火柴有着很深的感
情。100年沉淀下来的老手艺不
能失传！”田向农说。

“泊头火柴制作技艺历史久
远，工序多达40道。”在厂区内，
田向农说，“它的传统工艺流程
主要集中在木梗生产、火柴生
产、包装生产、制盒生产这 4条
生产线上。”

在生产车间，田向农身穿工
作服，穿梭在各个操作台前检查
着工作。

在木梗生产线上，随着电锯
的巨大响声，工人们将原木锯
断、剥皮，接着浸泡蒸煮、旋梗
片、切梗、烘梗、选梗、送梗。在火
柴生产线上，工人们有的理梗、
上梗，有的浸蜡、沾制药头，有的
在结浆、烘干、卸梗、揉梗装盘。
包装生产线上的人们则忙着刷
磷、装盒、包封、装箱。

“制盒生产线分为两个方
面。这是木盒生产线，包括旋内
外盒片、切内外盒片、糊内外盒、
盒子干燥、套盒贴标；这是纸盒
生产线，包括原纸分切、印商标、
压线、糊内外盒、套盒。另外还有
熔化石蜡，用溶胶调制药浆、磷
浆等工作环节。”田向农一一介
绍着。

田向农说：“按照传统工艺
生产出来的火柴，具有抗潮、拉
力强、发火快等特点。这也是咱
们泊头火柴的优势。”

作为泊头火柴厂子弟，田向
农从小耳濡目染。可以说，他心
里“装满”了火柴。

“我的父亲田丙林是泊头火
柴厂的老员工。原泊头火柴厂厂
长潘凤华是我的老领导。经过前
辈们的传承，泊头火柴制作技艺
传到我这，已经是第四代了。”田
向农介绍。

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从最
初面临着生产工艺需要更新、销
售渠道不畅等诸多困难，到火柴
制作技艺不断创新、销售网络逐
渐清晰完善，明光火柴厂一班人
不断地摸索探寻。

“2009年，泊头火柴制作技
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此后五六年的时间，怀旧
之情让我把精力都放在了保留
火柴制作技艺上面，生产的多是
民用火柴。随着时代的发展，消
费者对于火柴的包装、品质和文
化元素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就想
在火柴上再做文章。”

在生产传统民用火柴的基
础上，田向农不断赋予火柴新的
内涵。脸谱火柴、山水火柴、画轴
火柴等相继问世。

“我们摸索着寻找这些老照
片、老火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
间，制作出了这套‘百年记忆’礼
盒。”打开一个火柴礼盒，田向农
说，“2019 年，我们推出的两款
珍藏工艺礼品火柴在省文创和
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上获得了最
具河北特色奖。”

常年深耕火柴制作这一领
域，田向农在业内也获得了中国
日用化工协会火柴分会常务理
事、全国火花收藏家协会副会长
等一系列头衔。

田向农带领员工改良工艺，
完善设备，开拓市场，让传统火
柴制造业再现生机，让泊头火柴
重燃希望之光。

如今，明光火柴厂在生产传
统民用火柴的基础上，又增添
了几分米长的壁炉专用火柴、
珍藏工艺礼品火柴等一系列新
品种。

“‘燃尽自己、照亮社会’是老
泊头火柴厂人人皆知的‘火柴精
神’。泊头火柴不仅是一个产品，
更是一种文化。我相信，泊头火
柴会重燃起新的火花。”田向农
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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