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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马彪 让“甜蜜”的技艺原汁原味传下去
本报记者 孙瑜

天 津 博 物 馆 文 物 亮 相 央 视《 国 家 宝 藏 》

三件宝物是这样“破圈”的
本报记者 郭晓莹

追踪热点
◆ 三件宝物是如何被选定的

“这是天津博物馆第一次正式登上央视
的《国家宝藏》节目，但是实际上我们跟《国家
宝藏》编导组的接洽并不是第一次。《国家宝
藏》第一季播出以后，就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
注，当时编导组明确说这个节目不仅有第一
季，还会有后续，那时候天博就非常重视这个
节目，曾与央视《国家宝藏》栏目编导组进行
过座谈。《国家宝藏》节目的每一季都有一个
主题。去年夏季，作为央视的一个主打节目，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国家宝藏》
要进行第四季的拍摄录制。这次要对天博的
文物进行展示，央视和天博进行了接洽。”姚
旸馆长说。

天津博物馆这三件宝物到底是如何选定
的呢？姚旸馆长介绍，央视对三件宝物没有固
定的目标，让天津博物馆先自行推荐10件珍
贵藏品。

天津博物馆推荐的藏品包括青铜器、书
画、陶瓷等，在种类上尽量实现全覆盖，尽可能
展现天津博物馆丰富多彩的馆藏特点，在推荐
时每一件文物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然而，
这10件宝物第一次报送给央视编导组后，编导
组的反馈意见是，这10件宝物和这期节目的角
度、出发点不完全匹配。

央视编导组说：“你们选的这些宝物当然
很好，但不光要看文物的艺术价值，也不是光
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在兼顾艺术价值的同时，
更主要的是要发挥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
值。特别是这一件藏品如果将来登上了《国家
宝藏》的舞台，要和当下的一些时代主题能够
进行呼应。”
“第四季《国家宝藏》节目有‘前世今生’这

么一个设置，就是在节目里既要展现文物的来
源，又要立足当代探讨它的时代价值。所以编
导建议我们本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第二次筛选
和推荐。”姚旸馆长回忆，后来天津博物馆及时
转变了思路，“在第二批报送宝物的时候，我们
就增加了一些天津地方特色的藏品，比如说天
博馆藏的杨柳青年画，因为杨柳青年画不光是
天津的一个地域特色，同时我们的年画内容反
映了天津近代百年的一些城市风貌的变化。
我们当时就想把这一类的藏品也做一个推荐，
后来跟业务人员一研究，在第二批次报送的时
候，我们就把‘小蘑菇’常宝堃的日记本加进去
了。对于常宝堃日记，可能外界所知不多，以
前也展出过，因为受展示条件所限，它毕竟是
个本子，只能放在那里展示，而且只能显示一
页，所以以往这件文物展出时确实没有引起社
会广泛的关注，但是我们馆内工作人员对这件
文物是很了解的，而且也比较关注。所以在第
二批次调整宝物名单的时候，我们很直接地就
想到这个日记本。”

当第二批次藏品名单给央视编导组报送
过去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比较，央视
编导组非常明确地反馈：“常宝堃日记本绝对
入选了。”

三件宝物，第一个入选的就是这件“小蘑
菇日记本”。在去年八九月份，另外两件宝物
也陆续完成选定。

为了选定另外两件宝物，央视编导带着拍
摄队伍到天津博物馆实地调研，和天博工作人
员共同座谈，在天博推荐的这些重点文物里进
行讨论，主要焦点就围绕在文物与当代价值的
呼应上。有一次，座谈会整整进行了一天。
《雪景寒林图》作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三

宝之一，是现存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幅宋代范宽
真迹。范宽是我国北宋时期山水画的一代宗
师。这幅画曾经入藏清乾隆内府。而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此画流落民间，几经
转手后被当时清工部右侍郎张翼辗转获得，作
为张家的传家之宝秘不示人。在1981年，由张
翼的儿子张叔诚先生将此画捐献给国家。2023
年1月，天津博物馆在“再现高峰——馆藏宋元
时期文物精品特展”中展示了这件宝物，全国
各地观众涌到博物馆里来，就为了看这幅画。
当时真正达到“为了一幅画而奔赴一座城”的
效果，场面非常震撼。所以这幅画从它的艺术
价值、知名度、影响力来说，在天博藏品里应该
说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它毕竟是一幅古代书
画，跟现代怎么结合呢？

根据编导组掌握的信息，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了一套《宋画全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系
统工程，海内外的收藏机构都参与了这个工
程，大家把馆藏的宋代绘画作品进行了集中整
理，编成图录。这项工作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雪景寒林图》正
是收入到这套《宋画全集》的作品之一。观众
通过《国家宝藏》节目，既可以看到《雪景寒林
图》的过去，又可以通过了解《宋画全集》编纂
的过程，看到今人对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所做
的努力。就这样，《雪景寒林图》被选定为三件
宝物之一。

有些年代久远的镇馆之宝没能入选，为什
么清代的“翡翠蝈蝈白菜”反而入选了呢？

这件展品是用翡翠雕刻成白菜，上面立着
两只蝈蝈和一只螳螂，形象生动。制作者技艺
高超，设计精妙，把最好的绿色都集中表现在
三只昆虫上，被称之为“巧雕”。制作者又通过
巧妙的设计，使得原石的绺裂出现在器物后
面，构思之精，令人感叹。而当下的科学家，通
过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使新品种的白菜
可以实现无土培植。这件清代的文物跟几百
年后的科技创新相呼应。
“最终经过几轮的文物遴选，我们和编导

组沟通、切磋、讨论，互相启发，找到了这三件
恰当的文物，能够符合拍摄前世今生所对应的
点。”姚旸馆长感慨道。天博有20余万件馆藏，
在这么大量的馆藏资源里去寻找合适的文物，
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小蘑菇日记本”的故事播出后，
感人至深、影响深远

在节目预告发布后，很多观众对天津博物
馆选送“小蘑菇日记本”这件文物感到不理解，
觉得天津博物馆还有很多珍贵的一级文物可
以登上《国家宝藏》节目。

然而等到节目播出时，“小蘑菇日记本”
的故事瞬间就感动了千万人，大家纷纷留言
表示“看哭了”：“因为这件文物前世今生的故
事让大家感受到了革命烈士无私奉献的精
神”“要和亿万同胞一起致敬最可爱的人，祝
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很多观众特意来
到博物馆，想一睹常宝堃先生的日记本，了解
先辈的英雄事迹。

节目播出后，央视《国家宝藏》栏目总导演
于蕾和天津博物馆副馆长沈岩也进行了深入交
流，表示天津博物馆珍藏的“小蘑菇日记本”这件
文物真的非常有力量，播出效果很好，影响深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津广受欢迎的相声
演员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他在抗美援朝前线究
竟经历过什么？他为前线“最可爱的人”带去了怎
样的欢笑与安慰？天津博物馆馆藏常宝堃、程树
棠二位烈士在朝鲜前线慰问时的日记，记录了这
段珍贵的历史。天津博物馆专业人员对两位烈
士的日记，曾做过专业性的深入研究。根据研究
成果，针对这件以往不被人所熟知的文物及其背
景，姚旸馆长进行了详细介绍。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为了让前线官
兵感受到祖国的关心，让全国人民了解官兵们
的光辉事迹，中共中央组织成立了第一届中国
人民赴朝慰问团。常宝堃、程树棠二位烈士一
同赴朝慰问，同属于曲艺服务大队第四梯队，
跟随赴朝慰问团第五分团共同行动。姚旸馆
长说：“他们用日记本认真记录着赴朝慰问工
作、生活的各个层面。目前，对这段历史的相
关记载较少。天津博物馆馆藏常宝堃、程树棠
二位烈士在朝鲜前线慰问时写的日记，让我们
得以揭开这段珍贵的历史。”

姚旸馆长介绍，据新华社当年报道，第一届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于沈阳调整为总团和八个
分团分赴前线和后方进行慰问，由于社会各界报
名热情高涨，最终筛选出共计575名成员。第一
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主要由京、
津两市的曲艺和音乐工作者等组成。全队共有
86人，其中包括侯宝林、常宝堃、曹宝禄、程树棠
等知名曲艺人。

常宝堃自幼便随爷爷“撂地”卖艺，以演戏
法的“说口”为生。9岁时，他正式改行说相声，
在天津拜张寿臣为师，13岁时已崭露头角，15
岁与赵佩茹搭档，两人互相切磋、轮流捧逗、艺
业猛进，红遍平津地区。他是一名爱国艺人，抗
日战争期间，与搭档赵佩茹合作演出了许多针
砭时弊的节目，如《牙粉袋儿》《打桥票》《耍猴》
等，也正是因为这三段，遭日伪政府迫害。然
而，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爱国心。新中国
成立后，常宝堃当选为天津市人大代表，并勇于
创新，积极投身到相声艺术的创作中。1951年
3月 12日，常宝堃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
问团；4月 23日，在美军空袭中不幸牺牲，年仅
29岁。与常宝堃同时牺牲的还有程树棠烈士，
程树棠作为曲艺弦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
慰问团，享年41岁。

姚旸馆长介绍：“常宝堃、程树棠二位烈士都
有写日记的习惯，他们用新的日记本认真记录着
赴朝慰问工作、生活的各个层面。常宝堃的日记
从1951年3月18日记起，直至4月19日，共2000
余字。程树棠的日记自1951年3月20日从天津
出发，至1951年4月23日上午牺牲，一天不落，共
7000余字。这两本日记皆藏于天津博物馆，借日
记之功，两位烈士赴朝慰问时那惊心动魄的经历
和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所经历的峥嵘岁
月，展现在我们面前。”

姚旸馆长说：“通过两位烈士的日记可以了
解到慰问途中慰问团遭遇敌机空袭的详情。4月
8日以及随后的几天，慰问团一行以白天休整、夜
晚赶路的方式前进，终于在13日凌晨2点到达平
壤，平壤在敌军轰炸下损毁也非常严重，甚至一
时找不到房屋给慰问团居住。13日离开平壤后，
历经数日的艰苦跋涉，慰问团终于在16日凌晨3

点到达前线附近，前线条件艰苦，团员们只能找山
洞居住。从16日下午起，慰问团正式开展前线慰
问工作。”

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工作者不惧危险
到前线演出，全体战士特别高兴，同时十分感
动，他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祖国人民的浓浓关
切。这些演出种类繁多，水平很高，让战士们暂
时忘却了残酷的战争。很多时候战士们都意犹
未尽，要求多演几场，这导致常宝堃等曲艺工作
者的演出安排十分密集，基本每天都有，往返多
地，十分辛苦。

在前线的慰问演出中，常宝堃总是问战士们：
“还听不听？听就再演一个！”演出时人员众多，目
标过大，慰问团经常会在演出中遭遇敌军空袭。
常宝堃曾说：“我们得感谢老美啊，他们知道天黑
了，临时给我们拉几颗照明弹！”他们尽情展现自
己的才艺，用自己的行动把祖国人民的关怀带给
志愿军战士们。

1951 年 4月 23日下午 1点多钟，就在慰问
团的慰问任务即将圆满完成之时，慰问团驻地
上空突然袭来四架美军飞机，使用机枪对着房
屋进行了疯狂的扫射，然后投下了密集的炸弹
扬长而去。敌机出现得太过突然，当时常宝堃
和赵佩茹还在房间里研究相声段子，没来得及
找隐蔽，常宝堃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之中，当场牺
牲。程树棠虽然躲进了附近的一处山洞，但也
没能在敌机的炸弹下幸免于难，赵佩茹、郭少
泉、谢起福三人也负了伤，这使整个慰问团陷入
莫大的悲痛之中。
“常宝堃烈士的日记永远停留在4月19日，他

写道：‘受到战士们热烈欢迎，此次为演出以来最
情绪高涨之场面。’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慰问工作
的热爱和受到战士们认可的满足。程树棠的日记
也永远停留在4月23日上午他写的‘与朝鲜人民
照了几个相’这几个字上，有种突兀感，他可能是
随手记了几笔，打算有空时再认真写完，但没想到
意外来得那么快。二位烈士在朝鲜为国捐躯了。”
姚旸馆长动情地说。

◆ 推动博物馆“破圈”传播，释放文

物新活力

“‘小蘑菇日记本’这件宝物登上央视《国家
宝藏》节目后，我们不断接到全国各地观众的电
话，还有很多朋友纷纷在网上留言，表达对烈士
的崇敬之情，希望能亲眼看到烈士的日记。我们
正在研究设计使用现代化电子光影手段，展示这
个文物的同时，辅助一些科技手段，配合当时抗
美援朝前线的场景，做一些沉浸式场景，在历史
情景的现场还原中，把烈士的日记本以电子屏形
式逐页展示出来，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
和体会烈士的战地日记。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这
项工作，相信大家很快就可以在天津博物馆的精
品厅里，以全新的方式看到这件宝物。”姚旸馆
长透露。

近年来，各地文旅的“顶流”非博物馆莫属，
约上“看展搭子”一起参观博物馆，成为越来越
多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在新形势下，天津博
物馆充分把握住发展机会，乘风而上，多措并
举，助力文博‘破圈’传播。”姚旸馆长说，“近三
年来，天津博物馆利用微博、微信、小红书等社
交平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各平台‘粉丝’数量
突破百万。同时，我们坚持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挖掘文物身上潜在‘破圈点’，让陈列在展厅中
的文物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
前，取得了显著成效。另一方面，我们积极谋求
与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深度合作，有效提升了博物
馆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活’起来的文物，‘火’起
来的博物馆，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
文化的魅力，还激发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和传承的热情。”

一代代钻研 将甜蜜事业发展壮大

在位于红桥区复兴路的“熬糖马家”总店
里，一位大娘指着橱窗里的糖果对旁边一位年
轻的顾客说：“这种由豆面和砂糖制成的小食
品，叫豆根儿糖，据说有天津话‘逗哏’的意思，
吃起来豆香四溢，甜软中又带有韧劲。”这一幕
对于橱窗后面的马彪来说，已经屡见不鲜了。

由于店中的商品每天都供不应求，所以马
彪也是线上和线下一起忙乎。马彪的手机突然
响起，接通后一名男子询问：“糖果单盒卖吗？”
“都可以拆开卖。”
“给我来一盒，我给你邮寄地址。”
“好嘞，最近我们这又上新品了，您多关注

一下。我也弄了一个短视频官方账号，回来您
也给关注一下，点点赞，一会儿就给您快递走。”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要出现许多次。
第一代创始人马永富随父辈在西北角清

真北大寺一带定居，开设手工熬糖作坊，主要
制售传统药糖、水果糖、唆了蜜（棒棒糖）等硬
质糖品。到1915年，马永富在津门已小有名
气，人称“熬糖马”。第二代传承人马长月，是
马永富的长子，在父辈做糖的基础上，用黄豆
面与糖熬制出的硬质“豆根儿糖”，香脆可口，
广受欢迎，成为当时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零食。
他的三个儿子耳濡目染，从小学习做糖，学会
了熬糖手艺，成家以后分家另过，这“一”变成
了“仨”，影响力扩大了，一时间，“熬糖马家”成
为天津当时数一数二的糖业家族。第三代传
承人马少清是马长月的次子，制售水果糖、唆
了蜜、萝卜糖（后称药糖）、豆根儿糖等硬质糖
果。因马少清熬出的糖独树一帜，不黏，脆生
不粘牙，老人小孩都能吃，在当时已是颇为有
名，遍布津城的小糖摊都来此上货。第四代传
承人马义良自幼跟随父亲马少清学制熬糖手
艺，所制作的唆了蜜、块糖、麻酱糖、果仁糖、杏
干糖每月生产量已达1500余斤。马义良悉心
研制熬糖技术，更是学会了制模，研制出了“糖
人”“糖兔”等，都是年节的畅销品。

1956年1月，马少清带领三子马义良加入
“天津市第一糖果生产合作社”，将手艺公
开。因“第一糖果合作社”倒闭，马义良又到
“天津良友糖果厂”工作，将自家手艺不断扩大
传承。1970年，马义良下放青光公社，由于许
多老顾客上门求货，为了营生，马义良白天务

农，夜里教其子第五代传承人马志琪熬糖技
术，清晨再运至市里批发给老顾客，其间还用
当地特产酸枣研制出了家喻户晓的“酸磨糕
糖”，因口感酸甜，具有消积解腻的功效，一时
间供不应求。直至1979年回津，马志琪接手父
亲传下的祖辈熬糖技术，在1980年进入“天津
市立新食品厂”，拜师食品厂老师傅，学习新的
食品生产技术，结合使用到传统糖果的制作当
中。马志琪在父亲研制的“酸磨糕糖”基础上，
裹上膨化脆皮，研制出独树一帜的“白块夹心
酥”，所制糖品一上市就在大胡同批发市场销
售一空。至2016年“熬糖马家”的产品已形成
了十六个系列，近一百种产品。

批发改零售 创新闯出一条新路

马彪是“熬糖马家”第六代传承人，他介绍
说：传统药糖和“大梨糕”“酸磨糕糖”“白块夹
心酥”等都是热销产品，回头客不断。药糖是
“熬糖马家”的传统产品。制作药糖需要十余
道工序，药糖的配方中除了添加罗汉果、胖大
海、桔梗等几味中药外，还有特制的秘方，在熬
糖过程中，加入中药成分的时机又会影响到药
糖的口味，这完全取决于娴熟的技艺和经验。
另一个备受好评的产品是豆根儿糖，“现在我
们卖的豆根儿糖有软硬两种，可根据个人喜好
选择购买。”在马彪看来，大家认可他们家的产
品主要是因为味道好，用料实在。所有产品的
制作技法都会根据季节的不同进行调整。

马彪认为，生意的红火，源自祖上积攒的口
碑，真材实料和精工细作，是几代人共同遵循的法
则。“当年的东北大豆，味道最为醇香，文火慢炒须

严格控制火候，炒制里外酥脆，任何一点焦，都会影
响到豆根儿糖最终的回味。”另外，手工研磨的豆粉，
口感和味道终究要比机器加工略胜一筹。糖必须用
赤砂糖，取其特殊的香味与豆香融合相得益彰。材
料工艺并不复杂，难得的是这份诚意和匠心。这也
是“熬糖马家”传承六代经久不衰的秘密。
“熬糖马家”祖辈一直做的是批发行业，自己

制作好各类糖果产品后，再分销到各个食品店，
最后由食品店卖给顾客。马彪说：“我觉得这种
销售模式，顾客并不知道买到的糖果是‘熬糖马
家’制作出来的。虽然省事，但缺少了与顾客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熬糖马家’这块招牌也不能广
泛地传播到大众心中。”

当年，马彪的父亲还是建议马彪继续沿用这
种经营模式，可马彪在跟着父亲经营了一阵子
后，深感传播“熬糖马家”文化意义的重大。批发
商经常直接就问：“便宜吗？便宜就进。”有一次，
一名供货商对马彪说：“你这东西不错，降点价，
看见旁边这个了吗？5元，你这8元，你的产品最
多能卖到5.5元。你降价我进你这个。”马彪觉得
批发商没有拿他当个手艺人，而且也不会去尊重
传统的产品。年轻气盛的马彪不甘心祖传的手
艺就此沦落，自己暗下决心不能这样干了。

随后马彪跟父亲说：“咱试试，做一把零售，把
产品卖给最终用户，看看这些顾客给咱们一个什么
反应，不行咱再折回去，咱有手艺，我怕这干嘛？”马
彪执意打破祖制，前店后厂，干起了自产自销。

2016年，马彪注册成立了天津市琪全糖果销
售中心，并在市内开设“熬糖马家”门店，在门店
里，马彪能直接与顾客交流，更直观地听取顾客
们的建议。门店面积虽然不大，但胜在前店后
厂，现做现卖。马彪说：“刚开始也只是有人看，

觉得新鲜，但是并不购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
移，越来越多的人品尝后，觉得是这个味，销路就
渐渐打开了。”
“我们制作出来的产品在24小时内就能卖

完。”2023年，“熬糖马家”（西北角）分店开业，马
彪与妻子满增春为打理这两家店忙得不可开交，
事实证明，零售道路走通了。

传承与发展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马彪的手掌上有一块白色疤痕，这是他在学
习熬糖技艺时被烫伤留下的。“熬糖是制作各类糖
果产品的第一道工序，这一步是最重要的也是最
难的。”他表示，“熬糖过程中，当大泡逐渐转为小
泡、颜色呈现琥珀色时，就是起锅的最佳时机，火
候控制需要相当精准。”马彪坚持每天亲手熬糖，
为了更加精准地控制温度，他买来熬糖专用温度
计，结合传统手工艺和先进技术，根据熬糖秘方对
不同产品做出调整，制作出各类糖果。

时代更迭，人们的口味不断变化，马彪意识
到，不能单纯依赖祖辈们开创出的系列产品，新时
代要有新作为。于是，马彪在传统制糖的基础上，
开发研制出“菊花杞子糖”“黑糖玫瑰糖”“木糖醇
系列”等一系列适应当代客户需求的新产品。

马彪认为，通过多种途径守护好、传承好祖辈
的制糖技艺，让“熬糖马家”的原汁原味留在人们心
中永存，就是他最重要的责任。为此，马彪和妻子
满增春走出店铺，带着代代相传的手艺，将熬糖文
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他们参加中国旅游产业博览
会、全国消费促进月暨京津冀消费季等多项展会活
动；在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和第二届五大
道海棠花节上，马彪夫妇也向外地游客与外国友人
展示津门老字号“熬糖马家”的独特魅力。

马彪说，用心对待顾客，用情研发产品，用力
做好宣传，“熬糖马家”所制产品至今已有二十
个系列，百余个品种。谈及未来，马彪希望能在
融合多元文化的五大道再开一家分店，这将更有
利于向外地乃至世界游客传播这一津门老字号
的魅力。做百姓爱吃的糖，让百姓的童年回忆代
代相传。

今夏，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

索节目《国家宝藏》第

四季在央视综艺频道

开播，在第四季第四

期的节目中，天津博

物馆的三件宝物在家

乡百姓的期待中闪亮

登场。

“小蘑菇日记本”、北宋范宽的《雪

景寒林图》、清代的“翡翠蝈蝈白菜”，

这三件来自不同年代的宝物，向世人

展示了它们各自前世今生的故事。尤

其是以往大家并不熟知的“小蘑菇日

记本”，它背后的故事感动了全国观

众。天津博物馆这三件宝物是如何从

2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选定的？拍摄

的台前幕后又有哪些故事？目前，该

节目的总结收尾环节正在拍摄录制

中，本报记者对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旸

进行了专访。

白糖和清水，加上一灶旺火，就能做出不

同的美味。看似单一的食材和简单的烹饪，却

蕴含着熬糖者对于食材特性的了然于心以及

对火候的精准把控，这就是熬糖的秘密。

自从第一代创始人马永富在天津西北角清

真北大寺附近开设手工熬糖作坊以来，“熬糖马

家”的传统技艺就开始不断进行改良和传承，距

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使用这门技艺生

产出来的糖果以纯糖熬制，不加任何添加剂，不

受气候变化影响，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

在这项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马彪看来，

什么才是真正把老技艺老味道传承下去？

那就是“80后”“90后”的父母，带着自己的

孩子来买糖时说，“这些糖就是爸爸妈妈小

时候吃的，就是这味……”“这放心，肯定没

有别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