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2日，虽然天气寒冷，
但对于从天津来沧州游玩的李
刚来说，心里却是热的。

中午吃了热乎乎的火锅鸡，
下午他在朋友的陪伴下购买沧
州特色文创产品，给爷爷带回
去。

“我爷爷是沧州人，后来去
天津工作，所以沧州算是我们的
根。”李刚说。

当看到印着南川楼的笔记
本、印着“活好撒”的书签、印着
沧州羊肠子的明信片时，李刚很
激动。

把沧州老俗话
印在书签和日历上

不仅仅是李刚，对于沧州本
地人来说，在南川老街看到代表
沧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也感到骄
傲和欣慰。

“这几个老俗话书签，是我
在南川老街买的。”市民马朝阳
在逛南川老街的时候买回几个
书签。书签上写着“跟找”“打腰”

“闹不了了”等沧州老俗话。
“太喜欢这几个书签了。它

们是我逛南川老街最大的收
获。”马朝阳拿着这几个书签，看
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

马朝阳是一名大二学生。
1 月 21日，她去逛南川老街，在
朗吟楼 1楼，看到这几个书签，
就挑选了几个买回了家。

“外地人不知道这些词的意
思，可是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沧州
人，对这些老俗话太熟悉了。”
马朝阳说，这些沧州老俗话常常
挂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嘴
边，一辈一辈传下来，对沧州人
来说很亲切。

她计划把这些书签拿到学
校去，让同学和老师们猜一猜这
些沧州老俗话的意思。

孙建是沧州老俗话书签的
设计者之一。“几年前，我就在做
收集沧州老俗话的工作。”孙建
说。

孙建是沧州区域文化研究
所所长。他和一些热爱沧州文化
的人共同管理“芦家园村史馆”
这个公众号，为喜欢沧州文化、
沧州老俗话的人们搭建了一个
互相交流探讨的平台。

如今，他们已经整理了 400
多个沧州老俗话。

为了让这些老俗话被更多
人看到，孙建和一些热爱沧州
文化的人一起，共同设计出这
些书签。“当然，我们筛选设计
书签的老俗话都是有意思的、
有‘正能量’的。”孙建说，这些
书签不贵，一元钱一张，销量还
不错。

除了沧州老俗话书签，孙建
还设计制作出老俗话日历。这本
日历中收录了几百个沧州老俗
话。“与其说它是一个日历，不如
说它是一本介绍沧州老俗话的
书籍，既可以看日期，又可以品
读沧州老俗话。”孙建说。

“看到这些老俗话，别提多
亲切了。”“买本老俗话日历，可
以看一年。”“这个创意非常新

颖，在其他城市还没有看到过。”
来南川老街的游客，无论是沧州
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非常喜欢
这些具有沧州特色的文创产品。

冰箱贴、钥匙
扣也有沧州特色

市民王茗伊今年 28 岁，是
个旅游爱好者。她每到一个地
方，总是喜欢收集当地的冰箱
贴。

王茗伊说：“我家的冰箱上
贴着很多地方的冰箱贴，有哈尔
滨大教堂、桂林山水、敦煌的骆
驼、西双版纳的大象、西安的兵
马俑等。”

1月 3日，王茗伊在南川老
街的凡轩美术馆，看到了清风
楼、朗吟楼和南川楼的冰箱贴。

“太惊喜了，我终于收集到
了有沧州特色的冰箱贴。”王茗
伊像发现了宝贝似的，赶紧买了
下来。

这些冰箱贴的设计者是曲
恩田。曲恩田今年 39岁，是沧州
一名建筑设计师。

说到设计这些冰箱贴的初
衷，曲恩田告诉记者，他经常去
南方出差、旅游。每到一个景点，
总能看到很多关于这个景点的
文创商品：冰箱贴、明信片、雪糕
等。

他认为，如今沧州有这么漂
亮的清风楼、朗吟楼和南川楼。
这三座楼也是沧州的地标性建
筑，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参观游
览。

“我希望根据它们的样子设
计出冰箱贴，让游客不仅在这里
看到美丽的风景，还能把这些风
景‘带回家’。”

为了设计好这三款冰箱贴，
曲恩田先是画出了初稿，然后一
遍又一遍地修改。“我记不清修
改了多少遍，最终设计出了自己
满意的造型。”曲恩田说，除了这
三款冰箱贴，他还设计了小狮子

卡通形象的钥匙扣。
“这个卡通小狮子的原型是

沧州铁狮子。”曲恩田告诉记者，
沧州铁狮子背部有莲花宝座，这
款卡通小狮子也背着一个莲花
宝座。

曲恩田还把沧州铁狮子身
上的花纹给卡通小狮子“穿上”。

沧州铁狮子的形象是昂首
挺胸、巨口大张，这款卡通小狮
子也是张着大嘴。“设计这款卡
通小狮子，我反复修改了 10多
次。”曲恩田说。

接下来，他还要设计更多体
现沧州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胸
针等。“游客逛南川老街，不仅可
以吃吃喝喝，还可以把这些饱含
沧州特色的文创产品带回家。”
市民孙海平说，游客可以通过这
些文创产品和家人朋友分享这
趟旅行看到的美丽风景。

沧州美食被
画上明信片

“这套沧州美食明信片实在
是太有趣了。”1月22日下午，在
南川老街闲逛的市民孙晓菲看
到了一组明信片。

“沧州火锅鸡”“沧州老席儿
八大碗”“河间驴肉火烧”“沧州
羊肠子”“黄骅面花”“肃宁熏肠”

“蛤蟆吞蜜”“沧州煎面肠”8种
美食分别以水彩画的形式体现
在一张张明信片上。

孙晓菲是一名大三学生，在
石家庄上大学。她买下几组明信
片后，把这些明信片寄给了宿舍
里的同学。

“我在宿舍里经常跟同学
们提到沧州的特色美食和文
化，可一直找不到能表现这些
美食的东西。这下好了，这些明
信片把沧州的很多美食形象地
表现了出来。”孙晓菲说，沧州
的文化就需要这样的文创产品
来表达。

孙晓菲说的这套沧州美食
明信片是由祁晓雪设计的。

今年 39岁的祁晓雪是一名
社区工作者，曾专修美术专业。

“我爱吃，作为土生土长的
沧州人，特别喜欢咱沧州的美
食。”祁晓雪说，把沧州美食画出
来，最初想的是缓解压力。

祁晓雪说，作为社区工作
者，有时工作压力比较大。

“我就想通过画沧州的特色
美食，缓解一下压力。”祁晓雪
说，为此她画了沧州的火锅鸡和
羊肠子并发到了朋友圈。

没想到，朋友们看到后，都
特别喜欢这样的美食画，希望她
能画出更多的沧州美食。

于是，她征集亲朋好友意
见，最终确定了 8种沧州美食，
作为自己绘画的素材。

“每画一种美食，我都要亲
自品尝，仔细观察再进行创作。”
祁晓雪说，每次吃完一种美食回
到家后，她就会赶紧画下来。

“基本上都是一次成稿，除
了色调上会有一些调整。”祁晓
雪开玩笑说，因为她对沧州的美
食爱得太深了，所以画起来比较
得心应手。

美食画出来后，祁晓雪的这
8幅画先是被做成了书签，后来
又被做成了明信片。

祁晓雪说，作为沧州人，她
一直想用自己的特长为宣传家
乡做点事。

“这样的文创产品，也算是
对家乡的一种宣传了。”祁晓雪
说，以后她还会创作出更多的沧
州特色文创产品，让更多的外地
人通过这些小物件了解沧州。

“小狮子篆刻”
传播沧州文化

38岁的李宝棠是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沧州市书法家协会
理事、沧海印社理事。

前不久，他在南川老街里的
凡轩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个人作
品展。

“那天，整个美术馆被游客
挤得满满的。李宝棠老师的书法
作品很受欢迎，现场的文创产品
也很受欢迎。”作品展的策划马
静说，当天到访美术馆的既有沧
州本地的游客，还有一些外地的
游客。

马静告诉记者，当天晚上有
两名北京游客，误打误撞进入了
美术馆。

“从来没想到，在南川老街，
还有这样一个承载着沧州文化
的美术馆。”北京游客张雯雯说，
她之前以为南川老街只是“美食
老街”。

“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沧州
文化和现代产品的结合。”张雯
雯说，当天晚上，她现场写了

“福”字，并在李宝棠老师的帮助
下，把这个“福”字做成了“福”字
牌。

张雯雯还在现场买了几个
清风楼的冰箱贴。“回去送给北
京的朋友，希望他们有机会也到
南川老街感受一下沧州的文
化。”张雯雯说。

李宝棠还是篆刻爱好者。为
了让沧州文化能传播得更远，他
还制作了一些带有小狮子造型
的篆刻章。

作为地道的沧州人，李宝棠
希望为沧州文化传播做一些事
情。

“我们希望把沧州文化‘生
活化’‘简单化’，让游客通过一
个个小物件了解沧州文化。今
后，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
们，为沧州文化的传播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李宝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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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楼”“南川楼”被做成冰箱贴；沧州火锅鸡、黄骅面花登上明信片；
“活好撒”“打腰”等沧州老俗话被做成精美书签……

文创产品受到游客喜欢文创产品受到游客喜欢

沧州美食明信片沧州美食明信片

请把“沧州”带回家
本报记者 张 丹 祁晓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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