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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聂良玉 把刻纸技艺集体传承给美术老师
本报记者 郭晓莹

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对

振兴老字号的工作要求，支持

老字号创新发展，中共天津市

委宣传部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联合打造的大型系列纪录片

《老字号 共潮生》于6月25日

至7月29日，每天18时20分在

天津卫视播出。纪录片首播30

集，每集虽仅8分钟，却浓缩了

精华。纪录片带观众聆听老字

号穿越历史长河的传奇故事，

深入了解这些金字招牌背后悠

久的历史与传承，见证它们在

时代浪潮中跳动的印记，感受

它们与时俱进的魅力。

追踪热点
《老字号 共潮生》

揭秘老字号背后的传奇
本报记者 张洁

老字号见证工商业传奇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雄踞于渤
海之滨的工商业城市和贸易大港。依河傍海
的地缘优势，为天津造就出无限的商业前景，
架构起广阔的市场空间。年代久远、出现在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老字号，伴随着城市成长的脚
步，逐渐应运而生。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
一，目前拥有中华老字号72个、津门老字号114
个，分布在食品、餐饮、轻工、医药等多个行
业。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每集聚焦一个天
津老字号，从人文故事、品牌工艺、地域文化等
不同角度切入，讲述老字号的故事。

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总导演由陈国望
和李家森担任。总导演陈国望介绍，纪录片片
名化用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的
名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定
名为《老字号 共潮生》。他说：“这些老字号不
仅陪伴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成长，更挺立着中华
民族不屈的坚强脊梁，彰显着兴业兴邦的壮志
豪情。回溯它们的历史，就是赓续天津工商业
的精神血脉；放眼它们的未来，就是展望国潮
品牌的崛起与复兴。”

总导演李家森表示，只要深入挖掘，任何
细小的事实都会成为一座金矿，“天津有如此

多值得挖掘的金矿宝藏，无论在哪个领域挖掘
都会非常厉害。我们需要深入挖掘每一个故
事，背后能够看到许多传承人的故事，这些故
事是真实且感人的。”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史专家罗澍伟
说：“《老字号 共潮生》最为动人的地方，是片
中选拍的每一家，都充溢着中国文化的味道，
每一个老品牌，都代表着永不消退的民族或地
域的文化符号。”
《老字号 共潮生》首季推出的30集，内容展

现了红三角纯碱、灯塔涂料、抵羊毛线、春合体
育、729球拍的铮铮风骨；达仁堂、隆顺榕、乐仁
堂、京万红、三鱼的仁心仁术、济世千秋；新中国
的第一辆自行车——飞鸽、新中国的第一块手
表——海鸥，创新不止，始终与时代共潮起，与
城市共生息；桂顺斋、桂发祥、耳朵眼、狗不理、正
兴德、芦台春、天立独流老醋等老字号，历久而弥
新；杨柳青木版年画，更是以其精致华美、与时俱
进，在中国民间美术中独树一帜。
《老字号 共潮生》总撰稿人、制片人孙磊

介绍，纪录片在排播方式上暗藏“玄机”：“我们
特别把《灯塔》这集安排在7月1日播出，它讲述
了灯塔牌油漆诞生的故事。灯塔牌油漆诞生
之初，虽然只有几间简陋的厂房，但代表中国
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开拓者和继
承者身上传承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骨。”

企业家们强烈的爱国热情，为国立业、兴
业和守业，为民族振兴而动，是很多创业者的
原动力，是企业家的博大胸怀。天津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文史专家张利民说：“一次次抵制洋
货提倡国货的运动，面对西方势力的排挤和打
击的不懈努力，他们能够立足于不同行业之
先，靠的是一片赤子之心。这些我们都可以从
纪录片中看到，如红三角纯碱、抵羊牌毛线、山
海关汽水、灯塔牌油漆、春合体育、729乒乓球
拍等，体现着创业者的爱国情怀。”
《灯塔》的分集导演王至扬说：“第一次走

进位于南港的‘灯塔’新厂区是在2023年年底
做纪录片调研时，那时这个新厂区刚建好，生
产线已经开始运转。这里完全打破了我之前
对于油漆厂生产车间的想象。工厂内很少看
到工人，几乎看不到油漆，工人只需坐在大屏
幕前进行远程操作，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生产环
节，整个生产过程是智能化的。这样的硬件在
全国首屈一指，站在这样的中央操控间内，很
难想象油漆行业诞生于天津之初的样子，这令
我感慨万千。”

我国第一辆红旗牌轿车和解放牌汽车，
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长江大桥，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它们的“外衣”涂料都来自灯塔
油漆。今天，“神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船、“嫦
娥”绕月卫星、“天宫”载人空间站、“长征”运
载火箭、“天问一号”探测器，所选用的都是灯
塔涂料。目前灯塔的航空航天领域用漆可实

现-180℃—500℃高低温环境工作，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天津灯塔涂料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黄继伟说：“既搞生产经营也搞研发，灯塔近
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我们涉足了风电
叶片产品、绿色能源、绿色电力产品领域并实
现突破。”

老字号承载时代记忆

《老字号 共潮生》融汇了中国历史的脉络
和天津城市的发展变迁。

新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飞鸽，从天津“起
飞”，“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也带领我国的自行
车产业振羽高飞、一日千里。

天津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原高级工程师
赵维新大学毕业后进入飞鸽工作，在他的记忆
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鸽风光无限。1988
年，全市自行车产量近700万辆，飞鸽占比近
99%，高居中国第一。1989年，赵维新装配了一
组情侣车，作为国礼赠送给时任美国总统布什
和夫人。如今，天津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产品
研发团队负责人王岑团队致敬经典，以“飞鸽
1950”为名，缔造再一次振羽新生的时刻。2023
年，天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量近5000万辆，
高居全国第一，产业规模全球领先。
《飞鸽》分集导演李睿哲说：“这集故事聚焦

于飞鸽如何新生，以及适合更高端赛场和市场
的自行车——飞鸽1950，它一方面是致敬经典，
更多的是向新的时代迈进。在研发的过程中，
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科技手段，结合国家超级
计算天津中心的赋能，运用新的设计理念进行
创新和研发，在中国自行车领域勇立潮头。”

同样，芦台春酒厂已有360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瓶老酒，老酒如何守正创新，却又不丢
失老味？李睿哲说：“我们挖掘到了芦台春酱
酒又被称为‘北方茅台’。1964年，由国家轻工
业部和贵州省成立茅台科技试点组，由周恒刚
带头攻坚，成功分离出了十三株决定其口感的
核心菌种。当时芦台春酒厂的厂长邀请了周
恒刚先生，周先生结合宁河的水土环境，进行
了上千次试验。”1972年，第一批麸曲酱香型白
酒终于成功面世，周恒刚亲自定名为“芦台
春”。李睿哲说：“芦台春也经历过经营的低谷
期。老字号需要与时代共生共存。芦台春酒
厂、飞鸽等很多品牌都经历了跌宕起伏和起死
回生。”

老字号的宏大价值，一直回荡在历史与现
实之间。

杨柳青木版年画，工艺独特，在中国民间
年画中独树一帜。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其浓烈
丰盈的色彩和繁盛饱满的画面，展现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渴求与热望。无论是门画神像的
庄严肃穆、美人婴戏的活泼可爱，还是传统故

事中的深情厚谊，都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图
景，每一幅年画都为节日增添喜庆，为生活增添
乐趣。

天津杨柳青画社彩绘传承人王艳介绍，杨柳
青木版年画诞生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
史。她说：“咱们馆藏有6000多块古版，其中，有
很多齐健隆号和戴廉增号留下来的古版，经过了
这么长的岁月，娃娃的笑容依然是栩栩如生。它
们在库房里已经蒙尘许久。我想，经过我们这一
代人的努力，让它走进春风里，贴在百姓家。”

孙磊说：“这些珍贵的明清古版被视为杨柳青
年画的根和魂，尤其是其包含的各种题材，如仕女
娃娃、小说故事以及实景戏装等。这些年画不仅反
映了中国的文化，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如拆除城墙
后马路新景、洋人骑自行车等。”

在海河畔，几位才华横溢的年画传承人将天
津这座现代与历史交融的城市的风貌，转化为一
幅壮观的12米长年画长卷——《海河绘》，作品起
自海河起点三岔河口，止于天津港，重点刻画了
海河上具有代表性的18座姿态各异的桥及河边
地标景观、古今洋楼、港口等风貌，展现天津城市
的美丽风光和无限活力。

近年来，天津杨柳青画社坚持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忘本。深挖文化内涵，加大传承保护，进
一步提升老字号品质。天津杨柳青画社社长刘
岳说：“我们馆藏的老年画中就有一幅《天津
图》。我们受到《天津图》的启发，当时的艺人、匠
人能画天津，为什么我们不能画新天津呢？做完
《海河绘》长卷之后，我们还做了数字藏品。近年
来画社不断创新产品，我们共注册登记了百余件
新作品。”
“老版复生”负责人王艳说：“杨柳青年画永

远是与时俱进的。我们有信心将蕴含在杨柳青
年画中的民间颜色、民间符号和民间心愿，打造
成为有故事的国潮品牌。”

老字号融入寻常百姓家

一滴海水，历经365天阳光与海风的磨砺，凝
结成莹白如玉的“芦花”海盐。作为中国盐业生
产企业中唯一的“中华老字号”，天津长芦汉沽盐
场是国家001号食用盐定点生产企业。每年，海
盐产能达80万吨。罗澍伟介绍，中国最古老的老
字号企业，是创建于公元925年的“芦台场”，也就
是今日天津长芦汉沽盐场的前身，到现在已经有
1099年的历史。
《长芦盐场》分集导演朱学兵说：“老字号

‘老’在哪里？不仅仅是年限上的问题，之所以能
够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存活，它们身上有不断创
新和改革的闪光点。天津的许多老字号在历史
上引领了行业的发展，这既得益于时代赋予它们
的机遇，也有老字号所蕴含的不断求新求变、敢
闯敢干的精神。”

茉莉花茶是正兴德的看家本领，《正兴德》分

集导演霍五月说，尽管大家都喜欢喝正兴德的花
茶，但大多数人对它的历史了解并不深入，甚至其
企业本身也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挖掘和展示这段历
史。她说：“我们有幸找到了对正兴德历史有深入
了解的天津文史专家张诚，他收藏了珍贵的老报
纸和老照片，这些都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1935年的《北洋画报》《新天津画报》和正兴德老
发票等老资料呈现在影像中，通过这些生动的画
报和老照片，得以窥见一百年前的天津生活风貌。

霍五月说：“那时的天津人生活非常时髦。我
们发现正兴德的茶叶曾经远销全国各地。老发票
上写着‘捐税运输，贵客自理’，意味着即使身处外
地的顾客也能购买到正兴德的茶叶，只不过需要
自行承担邮费——这在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包
邮’。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首次在公众面前
展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正兴德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也让老字号的故事更加丰富和立体。”
《老字号 共潮生》记录了许多焕发新生的故

事，耳朵眼炸糕、大福来锅巴菜、桂发祥麻花、桂顺
斋点心和狗不理包子，都是创业者脚踏实地心向
大众的最好写照，充满浓浓的民情亲情，成为百姓
们津津乐道的津味儿的载体。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宝轩饮食投资
集团董事长朱宝钧表示，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天津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更培育出诸多
独具特色的美食佳肴。朱宝钧在运营中深入挖掘
津门菜系的传统元素，成功将其与现代餐饮理念
融合，打造出富有特色的美食佳肴。

朱宝钧说：“我是一个地道的天津人，是起士
林、耳朵眼、大福来的继承者、传承者和发展者。
经营老字号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我们需要保持新
老员工之间的平衡，产品更新换代的平衡。传承
不能过于守旧，创新不能离宗，融合不能照搬，这
是我经营老字号的理念。无论在经营过程中遇到
何种困难和艰辛，也改变不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天
津这座城市及传统老字号的热爱。”

天津的企业家们留下众多的老字号，成为天
津工商业发展史的典型见证和宝贵遗产，构建了
天津商业文化的核心，并成为天津文化特质的重
要内涵。在张利民看来，海纳百川和兼容中西是
天津老字号创业、守业的根本，融合是天津商业
文化的特点；创新求变和特色竞争是生存之道，
不断创新是老字号的长寿秘诀；以德兴业、立业
和诚信为本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要求经营者做事
要先学会做人；克勤克俭和脚踏实地是经营的关
键与核心，兢兢业业和持之以恒造就了一个个老
字号的辉煌历史。
《老字号 共潮生》聚焦闻名遐迩老品牌，从人

文故事、地域文化、特色工艺、回望既往等不同视角
切入，结合珍贵档案资料，权威专家解读，触动了长
时间未被触动的老字号的历史脉搏。罗澍伟说：
“《老字号 共潮生》重新为老字号寻找到了应有的
位置，继续赢得与老字号称号相匹配的社会荣誉，
也为老字号开辟了一条与年轻人沟通的新途径。”

民间剪纸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距

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剪纸作品制作技艺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剪刀剪制而成，一种是

用刻刀刻制而成，刻纸由剪纸发展而成。“刻纸

技艺传入天津已有百余年历史，形成了天津制

作技艺特点和天津地方表现特色。天津刻纸

在技艺、工具制作、纸张选用等方面都具有独

到之处。”非遗项目“张氏手工刻纸技艺”第三

代传承人聂良玉说。

不断创作设计新作品

老艺人张文增先生是保定徐水人，在民国
时期带着手工刻纸的技艺来到天津，在西门外
开设了刻纸作坊，开创了天津“张氏手工刻纸
技艺”。第二代传承人聂树棠从保定徐水来天
津投奔表叔张文增，并随之学习了刻纸手艺。
而第三代传承人聂良玉正是聂树棠的长子。

聂良玉从小就生活在刻纸艺术的环境之
中，身边的刻纸艺人大多是他家的亲戚或乡
邻，他经常去各家的小作坊玩耍。少年时期，
他更是耳濡目染了父亲聂树棠制作刻刀、复制
底样、刻制窗花的全过程，父亲不在时他也会
悄悄尝试着拿起刻刀刻一刻。
“张氏手工刻纸技艺”经过几代人的实践

和传承发展，吸收了众多刻纸艺人之所长，把
全国各地剪纸的不同特色和优点融入张氏刻
纸中，在众多天津刻纸艺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
了天津刻纸特有的地方特色。聂良玉更是开
创了很多与时代相符合的产品。“像每年春节、
结婚典礼、祝寿等喜庆之日都有寓意吉祥的刻
纸作品，这些作品既装点了生活场景、美化了
环境，还表达了百姓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增加
了生活的活力。我的刻纸作品，一部分是歌颂
传统美德、颂扬模范人物、宣传社会正能量的，
还有一部分是描绘祖国飞速发展、歌颂祖国大
好河山的景象、展现人们美好生活的。”对此，
聂良玉如数家珍。他认为，优秀刻纸作品是精
美的工艺品，既可以给人们带来艺术享受，还

可作为礼品，赠送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促进
各民族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

聂良玉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对天津“张
氏手工刻纸技艺”的学习研究从未停止。他多
年来坚持创作，这些年创作作品200多幅，并在
天津市和全国举办的各种展赛中多次获奖。
在2017年一年中他创作设计的剪纸作品近50
幅，内容包括宣传党的十九大、民俗生肖、旅游
文创商品等。对于“张氏手工刻纸技艺”的研
究发展，传授张氏刻纸技艺，创作设计新作品，
聂良玉依然在不懈努力中。他还从八个方面
总结了“张氏手工刻纸技艺”的经验，为技艺传
承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

在集体传承之路上进行创新

如今，全面掌握刻纸技艺的人越来越少，
对天津刻纸技艺应该如何保护呢？

聂良玉表示，中国剪纸是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众多民间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天津刻
纸技艺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天津张
氏刻纸作品近些年来每年都有新作品参加天
津市及全国展赛活动，并多次获奖，但天津刻
纸技艺的传承还是不容乐观。随着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脑激光雕刻机的诞生，
近些年来手工刻纸行业萎缩，虽然市场出售的
刻纸工艺品很多，但纯手工刻制的占比很小。
老艺人年事已高，传续乏人。现在行业中全面
掌握刻纸技艺的人越来越少，技艺精湛的就更
少了，尤其是缺少创作型的人才。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聂良玉内心始终惦记
着要把技艺传承下去，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刻纸
艺人。“学习刻纸，既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又需要有充分的学习、实践的时间，在目前来
说，合适的学生并不易寻。”

聂良玉多次和北辰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沟通，表达自己寻找传人的愿望。“为更好传承
发展和挖掘创新这门老手艺，我一直设想组织
培养一个思想健康、喜爱刻纸技艺、有一定的
绘画基础、技艺精湛的团队。”聂良玉说。

为了实现聂良玉的心愿，让非遗技艺得以
传承延续，也为了用好非遗这一宝贵的文化资
源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北辰区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与部分学校、社区充分沟通，最终在与华辰
集团成员校、淮盛幼儿园等共建院校的交流
中，确定了在北辰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传承体
验室，为聂老师开设“张氏手工刻纸技艺”培训
班的计划。前不久，这个传承培训班已经正式
开课。

这个培训班以部分共建学校的美术老师

为培训对象，范围涵盖幼儿园、
小学和初中，每期开设 5—6节
课，让老师们掌握好“张氏手工
刻纸技艺”的传承历史、主要理
论、独特技艺等，并独立完成结
业作品。
“结业后，培训班的美术老

师们将基本掌握主要技法，并能
够将自己所学带回校园，继续面
向学生开展非遗技艺的普及工
作。在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习后，
想要继续精研技艺的美术老师
还可以继续跟随我学习更深层
次的技巧，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成为真正独当一
面的新一代传承人。”聂良玉说。

培训班的很多学员都认为，这个培训班的开
设，既能促进非遗技艺的广泛传播、传承，同时也
能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深化学校教育，拓展“非
遗进校园”的形式与内容。这既有助于非遗传承
人突破寻找传人的困境，也有助于突破以往“非
遗进校园”走马观花式的文化传播窠臼。在新的
传承模式的推动下，从“看非遗”到“学非遗”再到
“做非遗”，老师到学生都成为非遗的实践者，真
正实现非遗的深度传播、代际传承，大大拓展了
非遗传承的效率和影响力。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辰区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也将在此次培训班的开展中不断总结深化
经验，争取把成功经验在更多非遗项目上“复
制”，推广到更多院校、村居，在新时代讲好北辰
非遗的传承故事，把“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
脉”的主题落到实处。

扎扎实实传承手艺与升华内涵并重

提到这项非遗技艺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
于什么，聂良玉认为，“关键是，要把老手艺扎扎实
实学到手，如果没有老的技艺，创新就不存在。守
正是什么呢？守正就是你得先把这些老的技艺学
到手。这些技艺是从哪儿来的？是在上百年甚至
上千年的时间里，一代一代老艺人在实践中积累而
成的。你把老技艺学到手，就等于走了近道，否则

就走不了近道。当然老技艺中也
有一些东西是不符合现在这个时
代的需求的，这就需要利用现代
的科技和知识把老手艺升华。这
种升华就需要传承人具备相应的
知识层次、综合素质和独到的见
解，比如把绘画知识、杨柳青年画
等天津地方特色都融合到剪纸中
来，那才是发展了技艺，有了创
新。”聂良玉认为，这些创新作品，
最后要走向市场由老百姓去检验。

聂良玉的不断创新体现在方
方面面。聂良玉不仅在作品上不

断创新，创作出很多符合时代特色的作品，还在刻
纸工具上进行创新，他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创新改
良了刻刀，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原来的刻刀磨刀
至少要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而现在，15分钟左右
就能磨出来。
“我想再干个三五年，能带出一批人来，等这个

培训班开班两三期以后，就想让能干的学员成立一
个工作室，有方向性地去解决具体问题。我希望工
作室的学员就像大学里的研究生一样，有自己的课
题，把刻纸技艺、剪纸元素、剪纸语言都融入进去，最
后创造出来一种更好的东西。用刻纸这项古老的技
艺加上其他古老的艺术，再用现代化的东西把它融
合起来。刻纸这门艺术经过再提升，将来应该可以
进入大学课堂。国画也好，素描也好，速写也好，如
果能把这些画画的技艺融合到剪纸里来，用剪纸去
表现，这种融合就是一个艺术的创新发展。”

聂良玉说，他希望刻纸技艺的行家都组织起
来共同研究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