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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渤海之滨，有一个名叫
“海堡”的地方，这里的渔民们世代与
大海为伴，他们的生活中有一种特殊
的文化符号——桅羽儿。

桅羽儿是由柏木和红绸制成的标
识，不仅是渔民们出海打渔时的得力
助手，更是他们心中祈盼船只祥瑞于
海天的寄托。

每当海风吹起，桅羽儿便在桅杆
上翩翩起舞，犹如火龙在天际舞动，指
引着方向；而面对惊涛骇浪，桅羽儿更
是高昂龙首笑傲风雨，为渔民送上希
望。

桅羽儿的制作，是一门精细的艺
术。从选择木材到雕刻龙头，从缝制凤
尾到装配完成，每一个步骤都凝聚了
海堡人的心血和智慧。

在黄骅市南排河镇关家堡村一户渔
家小院，62岁的刘振才手持刻刀，专注地
雕刻着一块柏木。他的手法娴熟而有力，
每一刀都恰到好处，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
沧桑。一个龙头的形状也渐渐在刘振才手
中显现，威武而生动。

旁边，他的妻子杨淑敏正在缝制凤
尾。她用的是红绸，鲜艳而热烈。她的手指
灵巧地穿梭在绸布之间，一针一线都充满
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愿。凤尾在她的
手中逐渐成形，宛如一只即将展翅高飞的
凤凰。

“我刻的这块柏木是桅羽儿的龙头。
桅羽儿是渔民出海打渔时在渔船上辨识
风向、测识风力的标识，也叫‘风旗’。用柏
木刻成龙头，红绸子做凤尾，海风一吹，龙
头朝向就是风向。桅羽儿为渔民们增添了
很多的便利。”放下手中的刻刀，刘振才介
绍起来……

有关风旗的文字记载，东晋王嘉的志
怪小说集《拾遗记》卷一“少昊”中有“帝子
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熏茅为
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
……今之相风”。也就是说，古时，人刻木
或铜作鸟形旋转在船桅上，用以辨别四方
的风向称为“相风”，又称“相风鸟”。

汉朝人用铜制的测风器就是“铜凤
凰”、相风铜鸟。到了晋朝，以轻巧的木质
相风鸟代替了铜制测风器。明代万历年
间，海堡上的 24个村落成形，海堡民俗风
船文化渐萌，桅羽儿文化相之而生。

多年来，爱好桅羽儿艺术的村民王子
文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

“最早，船上的旗子就是简单的长细
梯形木杆加一块红布，后来，又在红布上
画图案，大多以铜钱图案为主，意为求财。
经过演变，就形成了现在的龙头凤尾形。
我们海堡人真正理解到了平安吉祥是生
活根本。”村民王子文说。当脱离了那片飘
荡的海面，桅羽儿的祈福活动，成为海堡
人真正的风俗功课。

渔民们认为，龙头凤尾、火红飘带的
桅羽儿，象征着“飞龙在天”，饱含渔家风
情。渔民们为保平安，都在自家的渔船上
挂一个桅羽儿，作为各路海神的神龛。久
而久之，桅羽儿就成了渔家求平安、纳吉
祥的图腾标志。

独特的独特的““风旗风旗””文化文化1

处处皆学问处处皆学问2
说起桅羽儿的制作，刘振才可真是位行

家。他已经制作桅羽儿20多年了。桅羽儿的
长度一般根据渔船大小而定，从 3米到六
七米不等。做一个大约需要半个月时间。

在用木头雕刻成的龙头上，一双眼睛炯
炯有神，嘴巴微微张开，一条龙舌犹如一条
灵动的丝带，身上的鳞片凹凸有致，颜色鲜
艳。红绸做的凤尾占总长的三分之二，伸展
开来，随风起舞，气势磅礴。

“我是从小跟父亲刘瑞祥学习的这项技
艺。父亲在海上几十年，体会了渔家生活的
真谛。他从小随我们村的老渔民杜长忠等老
人们学习做桅羽儿。我常跟在他们身旁，长
大后就学会了做桅羽儿、立桅羽儿的全套技
艺。”刘振才说。

“从选板开始，描线、旋形、雕纹、补麟、
打磨、上漆、扎制、树立……”刘振才耐心讲
解着。

“选板一般以柏木为主，先在木头上描出

龙头的形状，用锯旋好，用刻刀刻出龙眼、龙
牙、龙舌、龙耳等每个部位的纹路，还要在龙头
前半部分打一竖眼儿，用来插杆。”刘振才说，

“再用两片竹条镶钉在龙头后身三分之一处，
上长下短，扎上裁好凤尾形状的红布 。”

桅羽儿的树立也是有讲究的。树立时用
风船立桅之法，择吉日、吉时，要十数人，须
净衣、焚香、放鞭炮，安置桅羽在竖杆儿顶部
细铁棍中，要说一些吉祥的话语，随从的人
齐心协力把桅羽儿树立稳妥，接着，就开始
敲锣打鼓地庆祝起来，祈盼来年的风调雨
顺，幸福平安。

“在我们海堡人的心中啊，桅羽儿不仅
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大
家相信，桅羽儿能带来好运和平安，能保佑
渔民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平安归来。”刘振
才说。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的出海作业中，还
是在重要的节日庆典中，桅羽儿都是不可或
缺的。

南排河镇是我省著名的渔
业乡镇，这里历史悠久，经济文
化繁荣，自古便以渔盐之利享
誉天下。春秋时期，这里属齐国
地，管仲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
主地位，便依靠当地繁荣的煮
盐业。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豪爽
的海堡人以海为生，耕海牧渔，打
鱼制盐，相浸相濡于这片咸涩的
土地，成就了大气舒朗的海堡文
化。与之相濡的海堡民俗文化，也
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
会的发展，桅羽儿文化也面临着
传承和发展的挑战。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独特
的民俗文化，海堡一带的各级政
府和民间组织都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他们通过举办文化展览、
开展教育培训等方式，让更多的

人了解和认识桅羽儿文化，同时
也为这一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
的活力。

从南排河镇出发，沿着海防
大街一路南下，途经村庄的道口
都插立着桅羽儿。高高挂起的桅
羽儿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在诉
说着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

“十几年前，镇政府找到刘
振才，让他为海堡一带的24个村
子做桅羽儿，立在村口。刘振才
就放下手里的活儿，昼夜赶工。
那时候，看着一个个桅羽儿被安
置在海堡上，刘振才和俺村的人
们都甭提多高兴了！”年过七旬
的村干部张仲发说。

“张仲发老师是立桅羽儿的
一把好手儿，对我做桅羽儿，传
承这项技艺，也帮了很大的忙。”
刘振才说。

夕阳渐渐落下，海堡的小渔
村被笼罩在一片宁静而祥和的
氛围中。而那只刚刚制作完成的
桅羽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夜色中熠熠生辉，等待着明日
的出海，为渔民们指引方向，带
来希望和祝福……

村村立起桅羽儿村村立起桅羽儿3

非
遗

20 24

年3

月28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崔
儒
靖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保
丰
萍

新
闻
热
线
：31 55 6 00

15

桅羽儿是黄骅桅羽儿是黄骅
海堡特有的海堡特有的、、系于渔系于渔

船桅杆顶部的龙头凤尾船桅杆顶部的龙头凤尾
风向旗风向旗，，是海堡民俗文化是海堡民俗文化
的重要部分的重要部分。。

20172017 年年，，海堡桅羽海堡桅羽
儿被列入省级非物质儿被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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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