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关
注

2
0
2
4

年1
1

月8

日

星
期
五

监
制/

赵
睿

责
编/

单
炜
炜

美
编/

张
驰

责
校/

刘
瑾

新报微信平台

在蝴蝶兰这一领域，商宗国可谓是
做到了极致。

建厂之初，在设备和人才引进上商
宗国丝毫不吝啬，以年薪20万元聘请了
经验丰富的师傅，光是仿真蝴蝶兰模具
这一项，就花了20多万元。前期投入过
高，三年过去了，企业慢慢走向盈利。

在天津德怡科技股份公司的绢花
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在操作台前
将几组兰花的3D打印花瓣平铺在模具
上，随着机器的下压，花瓣儿的反面就
装上了一个类似花托的支撑杆，一朵兰
花就有了筋骨。

公司展厅里，一盆盆仿真蝴蝶兰有
序陈列，商宗国指着一盆蝴蝶兰说，这
盆兰花的售价是120元。现在同样款
式的真花，市场才卖100元。

假花卖得比真花贵，这背后离不
开技术升级。为了让兰花看起来更真
实，商宗国已经记不清自己从花市上
购买了多少兰花回来观察，他把真花

买回来以后对花瓣儿和花枝上的每一
处纹理细细研究，在电脑上设计图纸，
同时，巧妙运用渐变色，加以做旧处
理，使仿真蝴蝶兰更加自然洒脱。最
后，采用立体感更强的3D打印技术将
花朵呈现出来。

令人惊叹的是，眼前这些仿真蝴蝶
兰不仅看起来栩栩如生，还有直逼真花
的触感与味道。为了达到这种真假难辨
的效果，商宗国耗费了两年多时间。一
开始他选用普通的布太透，几番琢磨，将
布料进行特殊处理再封胶，再次打印出
来的兰花摸起来就有了真花瓣的触感。
不仅如此，商宗国还自主研发给仿真花
添加了香味儿，香气接近真花的淡雅，且
可持续两年之久，“目前公司最贵的一
款，花盆都是从景德镇订购的开片瓷，整
体就更上档次了。”目前，天津德怡科技
股份公司生产的兰花品种已达200多
个，各种兰花盆栽造型上千种，公司还研
发了多肉植物盆栽迎合市场。

从“像”到“超越”新花样带咱走花路

过去，清朝宫廷内用花量很大，许
多武清制花艺人到北京去耍手艺。龚
怀在北京东安市场开设了“祥瑞花
庄”；刘亨元在北京开设立“万聚兴花
庄”，被人誉为“花儿刘”，他的作品还
曾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拾棉庄村的
苑泽春、苑祝平、苑树连、苑祝福、苑
建民、苑树义、苑宝林、李永明八人，
每人出百元垫底起家，在几年中带动
曹子里的绢花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茁
壮成长起来。吉祥的人物、动物、盆
景等新款相继问世，所选珍珠、丝线、
光片等辅料也日渐多元，技法不断进
步。还有人结合每年的生肖，设计出
生肖与传统吉祥图案相结合的图形，
尤其抢手。

曹子里镇商会会长杨成利在这
一行干了40多年，自己的金满盈工
艺品有限公司如今是以制作花秆部
件等为主，“之前，我们以婚庆为主
时，主打一个全套，但根据市场变化，
我们不断地调整生产模式。”过去一
个绢花制作，纯手工的“凿”“染”“捼”

“粘”“攒”技能，让绢花已被归入艺术
品范畴，难以和工业机械化相较。
杨成利介绍，过去丝、缎、纱的原材
料，现在已是涤纶升级到橡胶颗粒，
甚至式样更新也很快。

车间里，机械手臂工作，人工调
整制作温度、压强，在一侧存放着各
种模具，价值千万元，“有的我们还
没安装上，就已经淘汰了。”现在，有
专门的团队研制新花样，自己也且
得琢磨，“我刷抖音看到已有更加逼
真的藤蔓生产新技术了，我琢磨，花
枝模具是不是也快出新了。”

新质生产力，催动产业不断升
级，新奇特的产品迎合了市场需求，
也成为曹子里镇绢花“花开不败”的
重要原因。

文/摄 新报记者单炜炜张艳

北京绢花厂的杨学儒、苑容春，拾
棉庄村人。过去，全国一共有11个出
口的绢花厂，谁也不服谁，一次北京和
上海举办了一场技术比赛，杨、苑两人
得了第一，这在当时就是全国顶尖了。

杨学儒生于清末，北京学艺后，16岁
在上海，即能应用绢花全套工艺，技惊四
座。一次，他路过日本使馆，看门前摆放
有兰花，回去后即能造型，惟妙惟肖。在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回乡，与苑荣春等帮

助村队办起集体绢花厂，改善乡亲生活、
壮大集体经济、培育花业新人。

——这是李秀亭的师父。
“我四五岁起，就从捻面头开始帮

家里挣工分了。”李秀亭有绝技。一般
花瓣染色须蘸色后才能确定颜色与要
求是否相符，而他则只需花瓣蘸色后
即知花色干后是否合适。另一绝是浆
料，准确把握各种配比，出活率遥遥领
先。当时大队的四个厂，23岁的李秀

亭已经是其中一个厂的厂长了。
1980年，李秀亭受聘到郑州，“过

去最老的技艺，是剪刀铰出花瓣的样
子，后来使用榔头砸钺刀磨具出样
子。”于是，从磨具到制作花样，李秀亭
救活了一个绢花厂。

“过去，谁家花样新就能卖得好，
开厂子更得不断用新花样来吸引顾
客。”李秀亭介绍，自己也在不断地摸
索创新，婚礼戴的胸花就设计出好几
款。后来，回到拾棉庄村，李秀亭结婚
时戴的胸花就是在郑州自己设计制作
的，一朵牡丹花坠着四个小灯笼，可是
轰动了。

在东宸工艺花厂，负责人苑广
东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簇玫瑰花，
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这些花是假
花。“我们是明目张胆的‘造假者’。”
苑广东调侃：“如果我们摆真花，岂
不是对我们绢花人的侮辱。”

苑广东的工厂主要生产玫瑰
花，在这一品类上付出了很多努
力。普通仿真花颜色单一，长期摆
放容易产生视觉疲劳，他提出了

“变色玫瑰花”的思路，这种仿真花
可以随着光线的变化变换颜色，把
它拿到阳光下，花瓣儿会迅速呈现
出五彩斑斓。现在，变色玫瑰花已
经投入生产，目前是市场独一份，
供不应求。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需求，黑
色、金色的玫瑰花应运而生。尤其
是纯黑色玫瑰花，主要销往国外。

“客户提前一个月找我下订单要黑
色玫瑰花，我以为是葬礼用的，还
纳闷怎么提前这么早就预订了，后
来人家告诉我，是在婚礼上用的。”
苑广东说道。

前一阵子泉州蟳埔村簪花围
的爆火，也让绢花订单多了起来。
苑广东介绍说：“玫瑰、山茶花、杜
鹃、樱花等不同种类的绢花，都可
以做成簪花围，有红、粉、黄、蓝等
不同颜色，产品被运到南方客户手
中，经过千变万化的组装，就做成
了不同款式的簪花围。”汉服爱好
者、摄影机构选择仿真花的簪花围
也不少，为了先别人一步，今年还
推出了“万圣节款”，也很受欢迎。

师父16岁技惊上海徒弟23岁当了厂长 模具还没“上线”
就会遭遇“已淘汰”

变色玫瑰
白花见光即成五彩花

蝴蝶兰有香味有触感比真花还贵

3D打印技术的运用，让绢花产品
在“像”之外，也有了对“意境”的追求。

变色玫瑰在市场供不应求。

杨成利目前以制作花秆部件等为主。

仿真多肉植物也颇受欢迎。

“自然界有的花草，

我们这里都能做，甚至花

色更多。”绢花品种，已经

不只是“像”了——不少

接受采访的绢花企业负

责人都是这样的自豪。

“不管是过去纯手

工的制作，还是现在的

工业科技生产模式，必

须不断出‘新’。”当地绢

花制作技术非遗传承人

李秀亭，已经70岁了，

在他看来，技术好，做到

他无我有，才能让绢花

“越开越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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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过去，绢花制作工序主

要有“凿”“染”“捼”“粘”
“攒”。李秀亭现场还原古
法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