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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想到，我也能做出
这么一枚精致的铜片书签，真的
很神奇。”37岁的王丽玲说。

王丽玲是天津人，6 月 23
日，她带着孩子来到了中国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下
简称大运河非遗展馆）。

“很多来过的朋友回去后都
跟我推荐，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
带孩子来，不仅可感、可视、可
品、可赏，还能体验。”王丽玲说。

零距离

走进大运河非遗展馆一楼大
厅，王丽玲看到，现场有捏面人的、
有刻篆刻的、有制香的……

这里是一个“非遗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民间手工艺人在现场教学，有手
工木作、面塑、糖画、漆扇、制香
等 20多个摊位，这是我在其他
城市没见过的。”王丽玲说。

王丽玲和女儿在王春友的
王厂錾铜摊位前停下了。

“听着叮叮叮清脆的声音，
看着一条条小鱼、一片片枫叶以
及一枚枚书签在游客手中一点
点敲出来，我真的很激动。”王丽
玲说，她以前听家里的老人说过
錾铜工艺，但在现实中真正见
到，这还是第一次。

通过和王春友交流，王丽玲
得知，錾铜又称锻铜或敲铜。錾
铜是利用铜的延展性兴起的錾
刻工艺，设计好器型和图案后，
在铜板上进行创作，反复捶打敲
击上万次，经过十多道工艺完
成。南皮“王厂錾铜浮雕”工艺发
源于大运河畔，至今已传承百
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目前传承至第四代。

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王春友
的指导下，王丽玲和孩子制作出
了一枚錾铜书签。王丽玲说，这
比之前在外地旅游时，买的其他
纪念品都有意义。

让游客觉得有意义的同时，
王春友也觉得这样的方式，让王
厂錾铜这项古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变得更有意义了。

王春友说，如今，在大运河
非遗展馆里，能作为这项非遗技
艺的传承人，近距离接触游客，
他很欣慰。

因为这种方式让非遗“活”
起来了，也让非遗更好服务于生
活，“这是我们传承人所乐意看
到的。”王春友说。

“活起来”

47岁的关燕是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手工木作的传承人。

在大运河非遗展馆，她算是
入驻比较晚的非遗传承人。

可就是这次“走出来”，让关
燕看到了非遗传承不一样的方
式。

关燕的手工木作工作室，位
于大运河非遗展馆的二楼。今年

“五一”前才刚刚对外开放。
工作室刚一开放，就赶上了

“五一”假期。那个假期，关燕记
不清自己接待了多少游客，但那
一次，让传承非遗多年的关燕，

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像是打开了一

片新天地。”关燕说，在来大运河
非遗展馆之前，多数时间都是自
己在静静地做这些手工木作，有
些木作会被朋友或者朋友的朋
友买走。

“总之，那种感觉是静悄悄
的。”关燕说，来到大运河非遗展
馆之后，她手中的非遗作品就像
是一个内向羞涩的少年，突然变
得外向活泼起来了。

“因为这里有很多游客，而
且这些游客都对非遗很感兴
趣。”关燕说，有了跟游客面对
面的沟通，她才知道，她的非遗
作品也可以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

关燕工作室的桌面上，有纱
布、磨刀、锯、打磨棒以及一些小
块的木料。

游客在这里，可以通过一步
步的程序，把手中粗糙的木块，
打磨成精致的木块。

他们也可以在关燕的指导
下，将一块块木块通过小五金件
连接起来，变成一个木制机器
人。

在关燕工作室的橱窗里，放
着一些木簪。这些木簪有打磨好
的，还有未经打磨的。

游客可以在这里将木簪粗
料打磨得比较精致，然后再花钱
把自己做好的木簪带走。

也是在这里，有外地游客跟
关燕问起，有没有一些沧州元素
的手工木作。

游客的需求，让关燕豁然开
朗，她尝试着在木作上写上“沧
州”两个字。一些游客看到很喜
欢，就把它买走了。

关燕说，她正在尝试做更多
有沧州元素的作品，比如小狮子
形状的木料，清风楼、南川楼形
状的木料，“让外地游客能体验
到真正代表沧州元素的非遗，也
让我们的非遗真的在这里‘活’
起来，从这里走出去”。

“香”话题

董连福，今年 46岁，是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制香
技艺的传承人。

董连福所制的香，原料都是
纯天然的，花、鸭梨、陈皮、甘草
等都是制香的原料。

制香工艺的流传和大运河
息息相关。

2023 年，大运河非遗展馆
在“一船明月过沧州——沧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厅”里
展示了董连福的作品。

这让董连福非常高兴。“这
样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沧州这
个非遗项目。”董连福说。

“非遗集市”开市之后，每到
周末和节假日，董连福带着他的
作品来“非遗集市”。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很多
游客围在他的摊位前，向他了解
如何制香、香文化等。

“你闻闻，这是我制作的盘
香。”董连福非常乐意向游客们
展示他制作的香。

有了这个“非遗集市”，董连
福觉得，他的作品不是孤芳自赏
的“老物件”，而真正走到了市民
身边。

端午小长假期间，几名北京
游客到沧州来游玩。在参观大运
河非遗展馆的时候，他们看到董
连福正在现场制香，对制香着了
迷。

“没想到，沧州有这么深厚

的香文化，有这么好的非遗项
目。”北京的游客感叹道。

他们和董连福一直聊有关
“香”的话题，一直聊到了大运河
非遗展馆闭馆。看他们意犹未
尽，董连福又带着这些北京游客
去他的制香馆里接着聊，一直聊
到了晚上9点钟。

原来，几名游客是专门来沧
州旅游的，他们去了博物馆，去
了南川老街，最后来到了大运河
非遗展馆。

沧州的变化让这几名游客
对沧州有了更新的认识。他们吃
了火锅鸡、羊肠子，还了解到了
制香文化。

“沧州真的是一个‘宝藏’城
市”“来沧州这趟真的不虚此行”

“下次还来”……几名北京游客
纷纷感叹。

家门口的“舞台”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
面塑传承人张英英的摊位很受
大朋友、小朋友欢迎。

“我们的面塑和糖画可谓
是老少咸宜。”张英英说。面塑
俗称捏面人，以糯米粉为主料，
调和不同的色彩，借助简单的
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
形象。

张英英手中的面塑，以人
物、卡通动物为主，现如今，还加
入了很多沧州元素。

“你看，这个小狮子，颜色很
多样。沧州称为‘狮城’，所以我
们做的这个小狮子特别受欢
迎。”张英英说。

每到周末、节假日，张英英
的“摊位”前会挤满了人。

张英英告诉记者，很多外地
游客来买了面塑之后，还在参观
展厅的时候找到了“张氏面塑”
的介绍和作品。

在大运河非遗展馆二楼的
非遗体验区，张英英还开辟出让
游客现场制作面塑的区域。

这个区域特别受游客们的
欢迎。很多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
下，跟着张英英一起学习面塑，
还能把面塑作品带回家。游客们
对沧州赞不绝口。“沧州不仅有
好的风景，还有深厚的文化”“来
沧州旅游真值”“沧州真好，下次
还来”……

让张英英特别高兴和自豪
的是，现如今，沧州迎来了越来
越多的外地游客。

以前，张英英一到节假日，
总是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其他城
市“摆摊”。

“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到全
国各地去‘摆摊’了。沧州就有让
我们展示的舞台。”张英英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
邀请了 20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入驻。”大运河非遗展馆
宣教部部长刘芯源说，为了让
游客在展馆体验到更多非遗项
目，他们今后将邀请大运河沿
岸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到现场，

“让更多大运河沿岸的非遗项
目能在这里‘活’起来，也‘火’
起来。”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里，来自各地的游客不仅能了解大运河两岸
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还能亲自动手，在“非遗集市”学习錾铜、制香等非遗技艺——

“赶 集”
本报记者 张丹 祁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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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狮子面塑小狮子面塑

小朋友感受制香工艺小朋友感受制香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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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意明东四层2楼113平，公摊小，三阳四室一厅可改两卫，大
理石地板老式精装，带十六平小房，五年唯一，66.5万元。紧邻八中
实验，购物就医出行便利，免费停车，无物业费。电联：1317198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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