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块形状方正的白色棉布
中,单独扎住九块形状不一的小
石头,再把它放入清水中浸湿,然
后放入板蓝根染色液里浸泡三五
分钟，一块浸染着水墨蓝的花色
扎染手绢就诞生了。白棉布底
上，9 朵墨蓝的花姿态各异地绽
放，清雅而朦胧。“这就是扎染
啊”。这是北京密云古北水镇里
的永顺染坊，我体验了一次传承
千年的植物古法染色法，感受到
纺织传统工艺的特殊魅力。

永顺染坊始设于清光绪二十
六年。2012 年，随着古北水镇旅
游景区的开发，永顺染坊经重建
规模扩大，以当地原生的植物资
源作染料，融入现代时尚元素，设
计开发当代手染制品，深受大家
的喜爱。

走近纺织非遗作品，你会发
现，它们是会说话的历史和文
化。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民族
及地域特色鲜明，纺、染、织、绣、
印，像一条锦带，串联起我国流传
几千年的文明，展现着纺织业的
技艺之精。

在非遗服饰秀中，一件件用
蓝印花布和遍布着纺、染、织、绣

等非遗工艺制作的旗袍，不仅展
现了中国山水画和书法的儒雅书
香和泼墨意境，还加入了当代人
的创新内容，展示了充满创新思
维的另一面。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
瑞哲说，构建纺织非遗发展体系，
重在体现纺织非遗保护、传承与
创新所将秉承的更加开放、包容、
共享、发展的科学态度。

由于纺织非遗在所有非遗项
目中有着覆盖面大、品种丰富、应
用领域广泛且和人民生产生活最
为密切等特点，有非常强的实用
性，更易于走进现代生活，融入时
尚潮流。因此，将纺织非遗的传
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丰富到纺织非
遗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产业
生态体系中，创新创意有无限量
的发展空间。

在纺织非遗发展的新路径
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打造高质
量 IP 契合了纺织非遗高质量、品
牌化发展的命题。其中，跨领域
和多产品是一项产品创意之所以
成为 IP 的主要特征，多领域共生
成为衡量IP生命力的主要
标准。很多著名的

民间艺人、著名的设计师或者著
名的品牌，都是重要的IP。

当然，纺织非遗的创新实
践，还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主要体现在丰富性、多样性
上，而创新能够有效保护和丰富
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不善于继
承，创新就缺乏根基；不善于创
新，传承就缺乏活力。强调创新,
并不排斥纺织非遗的传承与
延续，而是强调在传承基础
上树立更高标准，使传统工
艺得到提升。传统工艺创
造、生产、传播、消费的多
样性，是世界丰富多彩
的根源，也是民族文化
存续的显著特征。新
时代的纺织非遗传承与
创新,是创造精神的
延续，继承传统更
重要的是通过
创新实现超
越。

感受纺织非遗里的创新之美

□ 李佳霖

还在正月里陶醉，来不及从浓
浓的年味里回过神来，朦胧的春就
急不可耐地撞开了山野的门扉，把
丝绸般的微风披在大地身上，回望
田野，庄稼拔节的声音，昭示新生命
诞生的欣喜。

正月里的春天，带着温暖的梦
想，带着敏感簇新的情怀，带着碧青
的绿意，一切都是美好的，好奇的，
期待的。如果你细细倾听，那无限
温柔里一定藏有幻想，有喜悦，有激
情，有醉意。

初春的雨最调皮，它油油地下
着，带着一丝清冷，却又不舍得去冻
一冻生机盎然的大地。彩色的伞花
犹如冬天的心结，一一打开。田野
里，细细的雨丝斜织着，树枝被毛毛
雨浇开了，结出了一个个滋润的苞
朵，小草儿静静的斜靠在一起露出
了尖尖的脑袋。此时，你可以穿着
雨衣或是撑着伞，行走在乡间的小
径上，抑或是在小河边迎风而立，沐
浴在柔柔的雨中，心也早早地醉
了。站在石桥上远远看去，小村在
雨里静默着，青砖黑瓦的房子，在雨
雾中渐渐迷蒙，透出祥和安静的气
息。好一幅淡雅的山水画，我在想，
春天的脚步真轻，甚至都感觉不到。

春天，是绵绵细雨洗出来的。
一场春雨一场暖，就连阳光也

都洗得净净的，一股脑地抖落在院
子里，日子渐渐地亮起来。这时，春
风不再寒冷，也不钻身了，带着温
情，母亲般慈爱地抚摸着你，几许关
爱。风中有青草的新鲜，有迎春花
淡淡的香，还混着泥土的醇，让人陶
醉，令人畅想。我忽然明白，原来春
天是盈盈春风吹出来的。

人勤春早，正月里的春天阳光
明媚，麦子开始变得黑油油的，油菜
也开始从地里站起身，农人们忙着
为庄稼施肥，有的忙着撒尿素，有的
忙着施农家肥，更有心急的老汉，早
早地牵出牛，明亮的犁铧掀开了封
存一冬的土地。

原来春天是犁铧犁开的。
南迁的候鸟也重回到了枝头，

燕子飞回到每家每户的檐下，它们
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翻飞着，叽叽喳
喳叫个不停。田野里，各种小动物
都醒了，伴着春天的旋律，唱着快乐
的小曲儿，欢快地低吟，奏响了春天
的序曲。就这样，春天被清脆的鸟
声唤醒了。

正月里的春天是孩子们放飞纸
鸢的好时节，他们牵着春风，欢快地

如小鸟儿一般，跑啊、跳啊、追啊、乐
啊！忘记了料峭的春寒，头上挂着
细密的汗，泛着热气，一个个就像刚
从蒸笼里钻出来似的，到处是喜悦
与畅快。

春天，是小朋友的汗水暖化的。
城里的工厂都开工了，到处是

热火朝天的场景。街上的门店都开
业了，街道被行人压得笔直，可以看
见新春的红灯笼，可以看见从高高
烟囱冒出的白烟，最显眼的是一个
挨一个的起重机，伸着长长的手臂，
把春天的愿望举得高高，塔顶上的
红旗，染红了人们一年的渴望。

春天，是工人们用挖掘机挖出
来的。

正月里的春天是曼妙的，是一
场轻音乐，没有夏的火热，秋的残
酷，冬的萧条，具有年轻人酣畅淋漓
的热情与活力，有中年人的稳重和
憨厚，有老年人的温婉和老成，明媚
着、鲜艳着、芬芳着。春天的美好，
有生命中的憧憬与忙碌，有新生命
的诞生和成长。

我喜欢正月里的春天，尽管仅
仅是一年的开始，但它是最有希望
的，最让人回味的。因为，春天是被
人们憧憬开的……

每天早上一打开电脑，就是看
天气。只要眼光碰触到那个鸡蛋黄
似的小太阳，豁然就轻松了，仿佛心
里一直惦记的事有了着落。今晴。
空气质量：优。再看到这样的字眼，
哇，太美了！

马上谋划着写完要写的文，到
家对面的公园溜达溜达。正好是半
上午，此时阳光明媚，暖暖的让人醉
晕晕。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这
更恣意的事吗？

在人间大地上生存，别老跟自
己过不去，处处要较真。生活本来
充满诗意，关键是你得让每一个小
日子变成一行行诗句。对！就像这
样：“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
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
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
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北方的春天其实来得特别晚，
又特别短。

南边的朋友不断地在朋友圈里
播报南方的春事，枝上的花苞如何

惹人爱恋啦，地上的小草如何用力
破土啦，柳色如何黄金嫩啦……

我这边的春天可端的住，稳稳
地，依然旧日气象，土是光秃秃的，
枝是光秃秃的。不过，倒是不急不
急，总有些春天的端倪。雾霾天气
少多了，天清气朗的日子多起来。
温度虽不怎么升起来，可风却柔和
了，不再是那种冰冰冷了。

如诗中所说，阳光好的时候，就
把自己放进阳光里，放到自然中去，
让美好的事物把我们局促了一冬的
枯燥和苦闷往春暖花开的路上带。

公园里，春天的路上，三五成群
的，都是追逐阳光的人们。若是星
期天，公园中就更喜笑颜开了，整个
就是孩子的天下。跑啊、笑啊、闹啊
……无所顾忌，酣畅淋漓。那样的
热情纯真，少年的美好，像春天里一
园的花卉在阳光下噼里啪啦地绽
放，令人心动。

有一个可爱的老顽童，他是退
休的飞行员，阳光好的时候，他必定

在公园里遥控他自制的纸板小飞
机。他身后总是跟着一群人，老老
小小的，赶着看热闹。老顽童越发
得了意，乐呵呵表演技艺。

负责公园清洁的阿姨，和以往
也不同了。她的清洁车上不知道啥
时候放了个听戏机，总听见咿咿呀
呀地唱着。她心情似乎好了很多，
时不时也跟着哼几句。

我只要去公园，总是会碰到她
的。可是，我们不曾说过一句话。
直到有一回，我扔垃圾时，顺便把垃
圾桶旁边的糖纸捡起来扔进了垃圾
桶。从此，她只要一看到我就笑盈
盈的，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不曾想，无心的一个动作，却带
给我春风迎面的温暖美好。

不久前，有几个人在公园聊天，
说南方的春天好啊，花早开了，草早
都绿了。清洁阿姨听见了，竟忍不
住去安慰那几个人：“不急的，你们
看这阳光，这天，这地，多好啊，春天
正在赶路呢。”聊天的人哈哈笑了。

江南的二月温和多了，风里少了一
把刀。深山浅溪，苍山青翠，看不到冬的
荒芜，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山
边路旁，这里一丛，那里一簇，稀疏的花
树开得正欢，歙县的梅花随处可见。听
说当地有叫“梅村”的村落，宋代就开始
给皇家供应老梅桩了。远山稀疏花树，
淡淡一抹，粉的，白的，点缀锈迹斑斑的
古村落。

位于歙县西北的黄村，是沸腾的。
春节是梅花盛开的时节，农田里的庄稼，
装回家才是自己的；耽误了时节，梅花开
过了头，花瓣随风飘落，采梅就成了“空
折枝”。节气，就是农时。

采梅花本该是件很文艺的事情，文
人墨客都喜欢踏雪访梅、折梅赋诗。听
说家人去山那边采梅，我也尾随而去。
山很高，很陡，在二姐夫的引导下，我们
沿着比羊肠还要纤细、崎岖的山道，穿过
山脚的茶园，又走过山腰的竹林，终于见
到山坳里，这里一片，那里一丛的绿萼
梅，宛如一堆堆白雪，恣意栖息在苍山翠
林中，绿得更绿，白得越发白了。

江南的山态度鲜明、雷厉风行，既命
名为山，必然是立马拔地而起，没有缓
坡，俊逸峭拔得如同南方清瘦的女子，尽
显山的姿态。我们当地的山不能与之相
媲美——肥硕、拖沓。现在想想，很多称
为“山”的地方，顶多就是个大土丘。我
在江南的乡下，几乎没见过身材臃肿、大
腹便便的胖子，果真人是受环境影响的？

梅花是歙县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
山上栽梅花，既不影响其他作物的生长，
又能提高山地的使用价值，村里家家户
户都有一大片梅林。梅花不单单有观赏
价值，还可以作为泡茶饮品，其药用价值
很高；常喝梅花茶，有开胃散郁、生津化
痰、活血解毒的功效，对咽喉炎有特效。
梅花还可以做美食，酿一樽梅花酒，蒸一
盘梅花糕，煲一碗梅花粥，让人美不胜
收。有梅相伴的日子，是诗意而浪漫的。

其实，农户采梅花的情形很煞风景，
用几块硕大的布，铺在树根四周，再用一
根长竹竿用力敲打，高处够不着，就爬上
树杈，敲打、震花。也有几户采用了新技
术，每次采了梅花后，就将高处的树杈剪
掉。十来年虬曲的老梅桩不到一米高，
新枝丛生，站在地下，就可以够得着最高
处的梅花。这些梅花采摘的方式就轻
松、文雅多了，依旧是树根下铺好布，顺
着枝丫，从上到下用力一捋，花苞、花朵
齐刷刷地掉下来。

我折了几枝花朵攒集的梅花，平日
里赏梅，是不敢随意采摘的。二姐夫见
我喜欢，又帮我折了好几枝，作为一个外

乡人，我在这里处处受到贵宾级的待遇。
梅花采回来，还只是繁琐程序中的

一个环节。烤梅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江南人对房屋格外重视，高宅大院

是一个家族身份的名片，当地还保留着
相当数量的古宅。如今，江南农村的建
筑基本都是现代风格和徽派结构的合
体：三层小楼是对原味徽派的突破，但外
饰上依旧保留着徽派的风格，如马头墙、
古砖配饰。我起先不知道高楼旁边的小
屋有什么用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烤
房。烤房的设计很精巧，灶膛两边各有
一排一人多高木架，木架上是活动抽屉，
细铁纱网做底。一边十来个抽屉，层与
层之间是相通的，方便热气回流。春天
焙茶叶，初夏烤笋干，深秋制菊花，冬天
熏梅花，烤房一年四季都不闲着。

采摘回来的梅花还需要除杂，拣出
其中的短枝、萼片，精选出来的梅花平铺
在抽屉里，上架后，就可以点火烤制了。
本以为是火直接熏烤梅花，其实不然。
真正起作用的是里面的铁管，火烧的热
气被铁管传送到木架四周，梅花在热气
的熏蒸下，逐渐焙干。

一朵梅花的香味，是不经意的，不刻
意嗅不到；一堆梅花的香气，会不请自
来，无论你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都会
随时随地与她撞个满怀；柴火熏烤中的
梅花，香气老到沉郁，像一壶经年的陈
酿，不把你灌醉决不罢休。我力排众议，
主动接下了添柴火的活计，他们不懂我：
在我看来，这可不是一件苦差事，面对一
炉旺火，添柴退火，掌握火候，烤制梅花，
俨然就是在写一首自由诗。

坐在烤房狭小的空间里，灶膛里松
木的火舌宛如随时可以脱缰的困兽，它
撕咬着，拼命地从四处奔突，最终，松木
化为灰烬，困兽化作青烟，两厢都解脱
了。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香中，什么都
不用想，做简单的事，也是一种快乐。无
需多长时间，我和我的衣服都蘸满了梅
花的馥郁。电视里很多宫廷剧中的嫔
妃、小主，为了博得君王恩宠，在没有香
水的年代，用花香熏窨衣物，聊以让自己
成为花香四射的女子。看似很简单的事
情，其实也是浩大的工程，光是采花这一
项，就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

我陪着数万多的绿萼梅，让她们在
热气蒸腾中，定型、脱水，把她们定格在
最美丽的形状中。四斤新采摘的梅花只
能烤制成一斤干梅花，一株十多年树龄
的老梅树，最多只能生产三斤干梅花，毛
利润六百元而已。我没有数过，一斤干
梅花究竟有多少个花蕾，但我知道，每一
朵里都有一滴心血……

正 月 里 的 春 天正 月 里 的 春 天
□□ 潘新日潘新日

美好事物把我带上春天的路
□ 耿艳菊

烤 梅
□ 李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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