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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十大新闻人物评选

沧州骄傲沧州一些“00后”年轻人正在接过非遗传承的接力棒，把传承非
遗当成自己的事业，也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匠人”让非遗“潮”起来
本报记者 张丹 李小贤 祁晓娟

汪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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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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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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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增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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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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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畔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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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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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展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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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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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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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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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凯、董坤岳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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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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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文聪、阚文萱、阚文浩三姐弟

5660票

王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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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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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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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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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稀缺”的标签，让人
们曾担心非遗与现代生活失去
连接，脱离人们的视野。

沧州多名“00后”如今正接
过非遗传承的接力棒。他们跨越
传统与现代的边界，会与非遗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

传统与潮流

传承人：宋昊纬
年龄：19岁
传承项目：泥塑
日前，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内，19岁的宋
昊纬正在捏泥人，他的身边围着
不少游客。揉、搓、捏等一系列动
作后，宋昊纬将一块泥巴捏成了
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游客们
啧啧称赞。

围在宋昊纬身边的孩子们也
跃跃欲试。在宋昊纬的指导下，孩
子们用泥巴捏出了自己喜欢的造
型。他们还体验了为泥塑上色。

宋昊纬是泊头三痴斋泥塑第
五代传承人。“三痴斋”泥塑始于
清光绪年间，至今已有100多年
的历史，其用料考究、色彩明快、
神形兼备，文化气息浓厚，被列入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宋昊纬祖辈以泥塑为生，历
代传承。宋昊纬从小就跟着父亲
宋长峰捏泥人。

“我小时候经常跟在父亲身
边，他捏泥人的时候，也会给我
一块泥巴让我捏。他捏什么，我就
跟着学什么。看得多，学得多，渐
渐我也会捏了，对泥塑的感情也
越来越深。”宋昊纬说，父亲对泥
塑创作的痴迷也深深影响着他。

除了像同龄孩子一样上学，
宋昊纬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
在了学习泥塑上。当他完成一个
满意的作品时，那种成就感会从
心底油然而生。

如今，宋昊纬也将泥塑作为
了自己的事业。

宋昊纬深入挖掘传统元素，
展现泥塑之美。“兔儿爷是一个非
常传统的泥塑造型。今年，为了迎
合大家需求，我们创作了‘聚宝盆
兔儿爷’和‘福寿三多兔儿爷’两
款作品，非常受大家欢迎。”此外，
宋昊纬还创作了一代文宗纪晓
岚、十二生肖等泥塑作品。

作为非遗传承的青年一代，
宋昊纬希望让更多人喜欢泥塑，让
传统文化更好地焕发生机与活力。

他在视频平台开通了账号，
直播制作泥塑的过程，讲解泥塑
的历史，展示泥塑作品等。他还
邀请父亲宋长峰一起录制视频，
用泥塑打造一个个故事场景，

“讲述”一个个传统文化故事。
在宋昊纬的泥塑工作室里

摆放着很多泥塑作品，既有传统
造型的，也有现代玩偶造型的。宋
昊纬说：“一些动画人物深受孩子
们的喜欢，我们也紧跟潮流，做
出了一些现代玩偶泥塑作品。”

老茶汤做出新口味

传承人：白傲然
年龄：20岁
传承项目：茶汤
12月 25日中午，在南川老

街，白傲然像往常一样，正在迎
接进店的客人。

20岁的白傲然是新华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尚食斋茶汤
糕点的第五代传人。

说起做茶汤，白傲然说，缘
于热爱与责任。

“我们家最早卖茶汤是从
1912年开始的。”白傲然说，后来，
做茶汤的手艺传到他太爷爷手
里。

“听我父亲说，我太爷爷那
会儿为了养家糊口，在运河边走
街串巷卖茶汤。到了我爷爷这一
代，卖茶汤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十
字街、小南门附近。”白傲然说。

后来手艺传到了白傲然的
父亲和叔叔手里。

“轮到我这一辈，开始家里
没想让我继续接这个手艺。”白
傲然说，可能是他从小在做茶汤
的环境中成长，对茶汤有了很深
的感情。他感觉如果这个手艺在
他这断了，是一种损失。

去年大专毕业后，白傲然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大
运河边的南川老街要建商铺，
他觉得重拾这个手艺的机会来
了。

“祖上在运河边走街串巷卖
茶汤，现在我在运河边开店卖茶

汤，感觉就像是一个轮回。”白傲
然说，作为第五代传人，他希望
把这个手艺传承好。

传统技艺，从小耳濡目染，
白傲然早已学会。为了开店，他
还专门去北京、天津的茶汤店走
访学习。

作为年轻人，白傲然在传统
茶汤的口味上做了创新。

“原来祖辈、父辈做的都是
原味茶汤，年轻人喜欢在老茶汤
的基础上，加点新味道。”白傲然
说，于是奥利奥口味、榴莲口味
等多种口味的茶汤，在他的尝试
下应运而生。

白傲然说，如今南川老街作
为大运河边的旅游景点，被很多
外地人熟知。很多外地游客慕名
来品尝他家的茶汤。

“一些外地顾客加了我的微
信，前两天还有福建、北京的顾
客对我说，能不能给他们快递茶
汤？”白傲然说。

顾客所想，也是白傲然所
思。作为年轻的传承人，白傲然
现在正在研究茶汤的预包装。在
不破坏茶汤味道的基础上，将他
家的茶汤快递到全国各地。

白傲然说，等研究成熟之
后，相信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喝
上茶汤了。

面塑也可以很“摩登”

传承人：王嘉昊
年龄：17岁
传承项目：面塑、糖画
17岁的王嘉昊是沧州市职

业技术教育中心美术班的学生。
王嘉昊的妈妈张英英从事

面塑、糖画艺术20多年，是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面塑、张氏
糖画的传承人。

王嘉昊从小看着妈妈捏面
塑、画糖画：花朵惟妙惟肖，小动
物栩栩如生，人物活灵活现……

“我小时候看孩子的方法，
就是让他和我一起捏面塑。”张
英英说，她发现时间长了，王嘉
昊竟然能够捏出简单的小摆
件。

张英英节假日去全国各地
参加非遗展会，去社区教小朋友
捏面塑，也会带着王嘉昊。

王嘉昊上小学四年级的时
候，妈妈张英英去他的学校上非
遗课。当时，王嘉昊主动担任起
了助教，帮着妈妈一起教同学们
捏面塑。

“我发现，孩子捏得不仅速
度快，技法也很准确。”张英英
说。从那时起，王嘉昊就开始跟
着张英英学习捏一些简单的作
品。

王嘉昊喜欢画画，并学习了
美术课程。

有一天，王嘉昊给张英英提
意见：“妈妈，我觉得你捏的花卉
的面塑，颜色搭配得不好看。这
些花儿的颜色太深了，你应该选
择一些浅色的花儿，搭配起来更
加赏心悦目。”

听了孩子的意见，张英英认
真修改设计，面塑作品果然更加
灵动。

从那时起，张英英进行面塑
设计时总会征求王嘉昊的意见。

今年4月份，第五届沧州市
文创大赛在百狮园启动。

张英英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张氏面塑、张氏糖画的传承
人，带着王嘉昊一起来到现场。

看着儿子熟练地画糖画、捏
面塑，张英英特别欣慰。“我的技
艺有了‘接班人’。”张英英说。

王嘉昊把他平时画画的技
巧加入到了创作中。他说，光能
捏出栩栩如生的面塑还不够，他
想做的，是让面塑得到新一代受
众的喜爱。

王嘉昊不但尝试用老手艺
做新题材，还尝试用新做法呈现
旧题材。

前一阵，张英英接到一个订
单。订单是不同民族年轻人的面
塑形象。张英英之前做过这类的
面塑。王嘉昊给出了他的意见。

王嘉昊从网上找图片，再在
纸上画出人物的形象。从服装的
配色到形象的设计，全是王嘉昊
琢磨出来的。

“比我设计的好看，人物更
灵动，更‘摩登’，更符合年轻人
的审美。”张英英说。

一有时间，王嘉昊就帮着妈
妈捏面塑。张英英十分欣慰，传
统技艺正在年轻人手中焕发新
的光彩。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嘉昊制作糖画王嘉昊制作糖画

宋昊纬为泥塑上色宋昊纬为泥塑上色

白傲然制作茶汤白傲然制作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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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审计、评估、
工程造价咨询公司诚信招
业务合作伙伴。

招业务合作伙伴
联系电话：17761580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