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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氏贡掸第五代传承人蔡红英

腊月二十四扫房子

辞旧岁掸尘迎新岁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春节前的大扫
除，象征着辞旧迎新，在这个习俗中，使用后的
掸子被新掸子更换，寓意着新年的开始。

掸子，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其起源可追
溯至四千年前。自那时起，古人便开始将其作
为日常清洁工具使用，这一习俗代代相传，成为
民俗生活的一部分。提到将掸子的制作提升至
艺术层面，甚至成为皇家御用的珍品，则非久负
盛誉的津门蔡氏贡掸莫属了。

蔡氏家族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理
念，在众多制掸工匠中脱颖而出，不仅保留了传
统技艺的精髓，还不断创新，使得每一件作品都
充满了生命力与故事感。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
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连接过去与
现在的桥梁，让人们能够从中感受到那份跨越
时空的美好与传承。

蔡氏贡掸取鸡毛的方法有着“鸡毛打三把
毛”的绝活，取下来的毛是“活的”，有光泽、有灵
气，轻轻一抖，毛很活脱，还像长在鸡身上一
样。纯手工制作的掸子工序十分繁琐，要精选
上百乃至上千只相同颜色公鸡的上等翎毛，经
过分拣、穿线、洗水、风干、扎捆、消毒、绑扎等十
八道工序，这样做出的贡掸才能无异味、更美
丽、经久耐用。

蔡氏贡掸的第五代传承人蔡红英说：“最
初，掸子常被置于家门口，它的主要作用不仅
是日常除尘，还是作为一种镇宅辟邪的象
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掸子又被放在家中显
眼的位置，如中堂之上，既方便使用又能发挥
它的装饰作用。”
“每年过年期间是我们销售的高峰期，全国

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古文化街，许多人专程来
购买我们的掸子。”蔡红英说，特别是在年末岁
尾之际，赠送蔡氏贡掸也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交
礼仪。“相较于食物礼品而言，这样一件富有文
化底蕴且实用性强的工艺品能够长时间保存下
来，并成为家中一道亮丽风景线。无论是摆放
在客厅还是书房，都能瞬间提升整个空间的艺
术氛围。”

黑色象征着镇宅驱邪，黄色则寓意着招财
进宝，每一种颜色的掸子背后都蕴含着美好的
祝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重要场合赠送礼
物时倾向于挑选稳重大方的颜色组合。比如，
新年里送黑色以表庄重；而庆祝佳节则偏好明
快活泼的黄色；鲜艳夺目的红色鸡毛掸子更容
易赢得人们喜爱，尤其是新娘出嫁时作为陪嫁
品更是寓意生活幸福美满。”

如今，尽管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蔡
氏贡掸依然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它不仅仅是
一件简单的生活用品，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而
且传递着美好祝福。

■ 郑氏传统发酵面食制作技艺第五

代传承人郑家齐

腊月二十八把面发

把祝福从舌尖送到心田

面食文化是北方春节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郑氏传统发酵面食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
承人郑家齐自幼便在家族浓厚氛围的影响下，
开启了他与面食的不解之缘。8岁时，郑家齐
就踏上了学习郑氏传统发酵面食制作技艺的征
程，12岁时已熟练掌握。对于春节年俗中的面
食讲究，郑家齐也是了然于胸、娓娓道来。

郑家齐介绍，在中国传统民俗中，每年一
到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就要开始“把面发”，
人们提前将面食蒸熟后囤起来。从正月初一
至正月十五，各家各户都不再新做面食，而是
吃囤好的这些面食，这象征着新一年的朝气
蓬勃、蒸蒸日上和财源广进。这些面食造型
各异，每一种造型都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
美好期许。
“在各种各样的面食中，造型别致的九层

枣塔，寓意着步步高升，承载着人们对事业和
生活不断进步的期许；那栩栩如生的‘刺猬’最
有讲究，它象征着招福纳财，人们期盼着新一
年的丰收与好运连连；还有那人见人爱的‘寿
桃’，饱含着人们对长寿及幸福安康的美好祝
愿；形态优美的‘佛手’，传递着吉祥如意的祝
福；灵动的‘鲤鱼’，代表着鱼跃龙门、连年有
余，寄托着千家万户对富足生活的向往；那精
致的‘福袋’，仿佛将满满的福气与财气都紧紧
锁住；还有圆润的‘葫芦’，寓意‘福禄寿’齐
聚，期许生活越来越美满；形象逼真的‘柿
子’，象征事事如意、顺心顺意；还有那生动的
白菜形状面食，则代表着百财汇聚、财运亨
通。”这些面食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中
国传统年俗文化的生动体现，它们承载着人们
对新一年的无限憧憬和深深祝福。

■ 赵氏艺术剪纸第三代传承人赵德宝

腊月二十九贴道酉

红纸上凝练生活智慧

天津的民俗剪纸，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和丰富的寓意，成为天津春节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赵氏艺术剪纸第三代传承人赵德宝介绍，天
津的春节年俗中，写对联贴“福”字是一项重要的
传统。“过去，有文化底蕴和书法功底的人会为亲
朋邻居书写对联，集市上也常有书法高手售卖手
写对联和‘福’字。红纸黑字，墨香四溢，那手写的
对联充满了过年的韵味。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机器印刷的对联逐渐增多，虽方便快捷，但手写对
联的独特魅力依然让人怀念。”

贴窗花和贴吊钱，也是春节必不可少的环
节。窗花形式多样，其中位于窗户正中间的聚
宝盆窗花，寓意着财富汇聚，是人们对富足生活
的美好期许；而贴在窗户两边的和平鸽等图案
的窗花，则象征着家庭的和睦与和平。吊钱，更
是天津春节民俗中的重要元素。通常到了腊月
二十九，家家户户便开始贴吊钱。按照天津的
传统民俗，贴上吊钱寓意着为家庭带来了富裕
和吉祥。
“过去，很多人住平房，吊钱都要贴在门窗

外边，人们用的是毛边纸制作的吊钱，轻薄易
动，风一吹，红火喜庆的氛围格外浓郁，这种场
景令人感到过年的韵味特别浓。如今，虽然很
多楼房住户只能将吊钱贴在屋内，且机器制作
的吊钱厚实，粘贴也更加牢固，所以不易掉落，
但每到正月二十五，人们还是会依照民俗将吊
钱摘下，寓意旧去新来、财源广进。”

赵德宝介绍，贴窗花和贴“福”字的过程，
也是充满了温馨有趣的故事。有的家庭会特
意将“福”字倒着贴，当孩子们天真地喊出“福
倒了”，长辈们则会满心欢喜地回应“福到
了”，这种充满童趣和亲情的互动，让春节的氛
围更加浓郁。在天津范围内，尽管不同区域的
年俗在细微之处可能存在差异，但对于对联、
窗花的热爱却是共通的。过去，天津的窗花以
聚宝盆为主，人们出门时，还会在对面墙头贴
上“抬头见喜”的红纸，让这份喜悦伴随每一次
出行。

赵德宝说，在张贴“福”字方面，也有着严格
的讲究，一般会贴在正门，而像厕所等地方则不
会张贴“福”字。过去的大门多为两扇，因此会
左右各贴一个“福”字，如今大多数是单扇门，也
就只贴一个“福”字了。

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德宝始终坚守
着“赵氏艺术剪纸”这门古老的非遗技艺。如
今，尽管市场上机器生产的塑料薄膜窗花和印
刷对联越来越多，但赵德宝依然坚持手工制作
剪纸。他不仅传承了传统的剪纸技艺，还不断
推陈出新，将葫芦、福禄等元素巧妙地融入其
中，创作出了如“葫芦福字”“双蛇福字灯笼”等
独具匠心的迎新春剪纸作品，让人们能够更深
入地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
“最近我设计了一款‘葫芦福字’春节剪纸

作品，这个作品由葫芦和‘福’字巧妙地组合而
成。从表面看，那大大的‘福’字十分醒目，可仔
细一瞧，葫芦就隐藏在这剪纸之中。而且，在这
小小剪纸的葫芦里还藏着两个篆字——福、
禄。在创作时，我又把葫芦嘴变化成一个小小
的蛇头形状，还吐出了舌头，巧妙地体现出蛇年
迎春的寓意。”这种创新的设计给传统的剪纸技
艺注入了新的活力，令其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今年我还设计了一款剪纸作品是‘蛇年迎

春’，也可以叫‘双蛇福字灯笼’，寓意着迎春迎
福。在作品中我设计了两条形象可爱的蛇，两

条蛇中间有一个变形爱心的‘春’字，两条蛇的
头顶上面是一个红红火火的灯笼，灯笼里面，有
一个大大的‘福’字在正中间，两边还有侧‘福’
字，显得灯笼很有立体感，这个‘福’字两侧的梅
花，有着蛇年幸福、百姓安康等寓意。这幅剪纸
在手工制作的时候非常难做，极具挑战性。”赵
德宝介绍。

传统窗花不仅有单幅作品，还有套组作品，
老百姓买一套一起贴，寓意更为丰富。例如，今
年赵德宝创作了一套窗花新作品，蕴含着“福”
“禄”的大“福”字在中间，就像一个聚宝盆，两边
各一个葫芦窗花。这两个葫芦都是“蛇盘兔儿”
图案。“蛇盘兔儿”的寓意为“辈儿辈儿富”。这
也是中国民间剪纸的一种，贴的时候主图贴中
间，副图左右对称贴，这种对称美让整组窗花内
容更为丰富美观。
“赵氏艺术剪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承载着天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深深的祝福。这些迎新春的年俗剪纸作品设
计，在传统中不断创新，不断增添新时代的元
素。在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中，这些传统的年
俗，让人们铭记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 静花缘绒花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

人果兆静

除夕晚上把花戴

红绒花传承千年文化精髓

绒花，作为天津的特色艺术之一，其独特的
工艺将人们的生活与艺术紧紧相连，不仅展现
了天津的文化魅力，也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了传
统与现代交融的奇妙。

天津素来有大年三十晚上戴绒花的传统，
寓意一年和和美美。果兆静作为武清区静花缘
绒花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一直希望用自己
的非遗技艺装扮好每一个春节。进入腊月，位
于武清区曹子里镇前街村的一处院落格外热
闹。果兆静不仅要把制作绒花的原料备足，还
要抓紧时间制作和进行直播，原本宽敞的平房
内被最近生产出来的红绒花堆得到处都是，床
铺、工作台、地上，也被存放绒花的纸盒子占
满。果兆静的家人也齐上阵，帮着制作、分拣货
物、包装、收拾卫生等。果兆静说，这些天一家
子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

在天津有句老话：“闺女要花，小子要炮”。
在天津人的过年习俗里，最与众不同的是天津
“姐姐们”头上戴的红色绒花。果兆静介绍，绒
花的种类有很多，例如，福寿有财、年年有鱼、福
寿双全、子孙平安……不同的造型和搭配，也衍
生出不同的美好寓意。

绒花谐音“荣华”，寓意非常吉祥。红绒花
戴在头上，有鸿运当头、荣华富贵的意思。“红绒
花是天津女性除夕夜的传统饰品，象征着对母
亲的祝福。”果兆静说，绒花这种饰品从唐代就
被列为皇室贡品，在清康熙、乾隆年间极为盛
行。宫里的娘娘爱戴花，民间自然流行起来。
天津人常说的过年时闺女戴花，戴的就是这种
红绒花。没出嫁的大女孩儿戴石榴花，小女孩
儿戴一串儿梅花、海棠。

天津独有的聚宝盆头花是这一习俗的亮
点。这种头花的设计富有象征意义，中老年妇女
偏爱佩戴缀满金珠的聚宝盆头花，寓意着财富的
积累和家族的繁荣。而年轻女孩则通常选择石
榴花或梅花、海棠头花，这些图案都寄托了对年轻
一代的美好祝愿。果兆静表示，在大年三十晚上，
天津的老太太们戴的聚宝盆，由儿媳妇和已经出
嫁的女儿购买，代表着这个老人儿女绕膝满堂红，
同时也代表着老人为儿女们的新生活祈福。

聚宝盆红绒花制作过程也并不太复杂，果
兆静一边说一边演示：“首先要准备一些红色的

绒条、红色线和一把剪刀；然后用剪刀，将5根绒
条在中间修剪成尖尖状，紧接着将它们整理好攒
在一起成为一个火苗形状，然后将3根绒条拧成
一个盆的形状，与火苗状绒条攒在一起，成为一个
小聚宝盆造型；为了更为美观，要将聚宝盆装饰一
下，例如贴上一个铜钱等；最后给聚宝盆安上一个
发夹，方便人们佩戴。”

果兆静介绍，聚宝盆发夹款式的红绒花样式
最多，例如，有团圆富贵、团圆荣华、富贵有余、寿
桃、子孙富贵、福禄多财、福寿如意、平安是福、增
财增福等，都是今年春节订购数量最多的产品。
同时聚宝盆摆件在今年也很受人们欢迎，例如，有
五福捧寿、五福临门、八方来财等。

另外，为了适应年轻人的佩戴习惯、跟上时代
的潮流，果兆静制作了胸针、耳饰、簪子等红绒花
饰品。为了增加春节喜庆的气氛，她还在绒花造
型上进行了创新和升级，果兆静说，例如，在制作
年轻人爱戴的钱花时，她制作的钱花花瓣都剪成
铜钱的形状，而花心则做成百合、荷花、烟花等形
状。天官赐福是今年的新款式 ，这款发夹形状与
官帽很像，上贴一个福字，用来表示喜庆的寓意。
同时，她还做了一款状元帽创意发夹，与天官赐福
发夹有些相似，但是在帽子的两边增加了三个花
枝，寓意着连中三元。除此以外，还有一款创意蝴
蝶兰发夹，寓意是鸿运当头、仕途顺畅、幸福美满，
这一款也很适合年轻人。

果兆静介绍，传统红绒花的佩戴也有讲究，
大年三十要戴石榴花，象征着把一年的财气和福
气留在家里。大年三十晚上12点一过，便要换
上红绒花，代表着马上聚敛新一年的财运和福
泽。绒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具
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它不仅展现了
中华民族精湛的手工艺技艺，更传承了千年文化
的精髓。通过保护和传承绒花这一传统手工艺
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
化，让这一传统之花在现代社会中绽放更加绚丽
的光彩。

■ 北辰民间女红布艺第四代传承人

吴宗英

新年穿新衣

穿针引线织出美好祝福

女红与春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每逢春节，充满喜庆氛围的女红作品被人们穿戴
在身上、装点在家中，象征着阖家团圆。

北辰民间女红布艺第四代传承人吴宗英介
绍，女红技艺通过新衣、新饰等，传达了人们对新
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传承千年的技艺彰显了民
族特色和文化底蕴。女红作品如中国结、刺绣、布
艺、串珠等，在春节期间丰富多样、形态各异，寓意
吉祥美好。
“中国结便是其中的代表，心有千千结，用中

国结线编织的吉祥结，寓意着一年的吉祥如意。
中国结作为传统女红的代表，它不仅是中国特有
的传统手工艺品，富有民族特色，还凝聚着悠久的
历史文化底蕴。中国结能历经千年而深受百姓喜
爱，不单因其美观，更因其所传递的积极人生态度
和深厚文化内涵。”吴宗英说，例如中国结作品《幸
福平安》，蕴含了人们对五福的向往，即福、禄、寿、
喜、财，也寄托了家家户户对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
和美好祝愿。
“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女红技艺不断发展。每

逢春节，比如穿新衣戴新帽，都能展现其魅力。我们
所穿的衣服，上面各式各样的图案，经由刺绣、裁剪、
缝纫等工艺完成，足见女红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正
如常言所说，女红与生活相互依存，每至春节，生活
因女红而愈发美好。”吴宗英说。

吴宗英表示，今年是蛇年，形态各异的蛇形中
国结、布艺蛇、毛毡编织的小蛇等作品应运而生，
寓意着金蛇献瑞、福绕蛇年。有代表红红火火的
红蛇，也有象征爱情顺遂的青蛇、白蛇，还有布艺
或编织的“福”字作品，象征着幸福美满。
“每一年，以属相动物为主题的女红产品都特

别受人们欢迎。女红在各个行业中，通过制作这
些吉祥物，体现出生活的美满幸福，寄托了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无尽向往和美好祈愿。”吴宗英表示，
在新的一年里，愿金蛇献瑞、福绕蛇年，大家心中常
怀暖阳，生活处处充满希望。

■ 马氏花丝镶嵌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马赛

春节戴新饰

老手艺新设计添彩新年

自古春节就有“穿新衣，戴新饰”的习俗，在这
个隆重而又喜庆的节日，人们会穿戴上自己最珍
贵的服饰，以此来庆祝新一年的到来。

2024央视春晚创意节目《年锦》中刘诗诗佩
戴的唐簪，正是由马氏花丝镶嵌技艺第四代传承
人马赛带领团队制作而成。今年马赛依然将“守
正创新”作为自己的设计理念，研发设计出两款全
新的首饰，以迎接春节的到来。

第一款名为嵌缂丝海水纹填丝耳坠，据马赛
介绍，这次的设计理念是想让非遗可以跨界合作，

“众所周知非遗很少出现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
这导致生存空间非常小，每年都有不少非遗会因
为缺乏传承或者生存困难而逐渐消亡，所以我们
这次的设计理念就是一件作品承载多项非遗，以
我们的耳环为例，我们将花丝镶嵌技艺和缂丝技
艺相结合，缂丝和花丝镶嵌都是国家级非遗，都有
着很长的历史传承，缂丝作为织物，若用于服饰价
格会格外昂贵，所以我们取来少部分的缂丝织物
与花丝镶嵌相结合，让其价格变得亲民的同时还
有一定的实用性。”

第二款名为花丝嵌单凤纹漆雕耳坠，是花丝
镶嵌技艺与大漆技艺的结合。大漆技艺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其特点是颜色鲜艳、耐腐耐碱，在古代常用于皇家
贵族使用的器皿、器具、装饰、摆件等。由于其稀
缺性和价格昂贵等原因，大漆制品已经很少出现
在大众眼前了，“我们这次的设计将大漆与花丝镶
嵌饰品相结合，让它们同时出现在女性日常佩戴
的饰品，让其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也为非遗
的传承出一份力。并且春节是咱们国家的传统节
日，大家都喜欢红红火火，大漆多为大红色，制作
出来的饰品颜色也比较喜庆，正好符合大众的需
求。”马赛说。

■“葫芦庐”葫芦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
人赵伟

正月初一拜大年

送葫芦 送“福禄”

葫芦谐音“福禄”，自古便是吉祥的象征，因此
在春节里送葫芦，也有送“福禄”的美好寓意。据
天津“葫芦庐”葫芦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赵伟介
绍，今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自2024年12月21日
至2025年3月2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
“过年——春节主题展”，展览邀请各地极具代表
性的非遗参展，“葫芦庐”和祥禾饽饽铺作为天津
的非遗代表参加展会，将中国非遗的特色充分展
示给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

此外，今年春节期间，南开区天津古文化街重
点打造“天津·潞河督运巷”项目，展示天津地方年
俗和非遗，让游客充分感受春节浓厚的节日氛
围。届时，“葫芦庐”也将成为潞河督运巷上的一
家特色文创店铺，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葫芦制
作的魅力。

作为“葫芦庐”第四代传承人，赵伟致力在
继承传统葫芦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
作品设计上融入中国文化，希望以葫芦为桥梁，
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年，“葫芦
庐”与泸州老窖共同开发设计了四款葫芦文创
酒——福禄自在酒，该酒以“福禄双至”为设计
概念，将美好的寓意蕴含其中。赵伟表示：“这
是两种国家级非遗融合的一次尝试，该酒自
2025年 1月 1日上市，销售额已突破千万元，说
明人们对这样新颖的形式是接受的，也是对中
国非遗的一种认可。”

同时，针对当下年轻人的喜好，“葫芦庐”还
开发了很多极富特色的文创产品，例如葫芦祈福
咖啡、葫芦冰箱贴、“黑悟空”葫芦玩偶等，“马上
过年了，我们将一些带有美好寓意的祝愿刻在葫
芦上，另外还将天津一些著名地标也作为图案制
作成了葫芦冰箱贴，这是我们独创的文创产品，
这些文创产品春节期间都会在潞河督运巷的‘葫
芦庐’文创店铺进行售卖，也欢迎游客朋友们前
来挑选喜欢的产品留作纪念。”赵伟说。

■ 非遗研究专家、天津大学国际教育

学院教授马知遥

逛花会 闹花灯

春节，中国最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非遗研究专家、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马知遥介绍，春节作为中国最大的非遗代表性项
目，它可以说是囊括了非遗所涉及的十大类别。
其中和春节密切相关的，莫过于民俗类非遗、传
统技艺类非遗、民间美术类非遗，因为这些非遗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也正是非遗所带
有的特点。

每到春节，天津会举办一些民俗活动，比如
天津皇会，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每到正月
十五、正月十六，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各种花会，
有天津法鼓、传统舞狮、津门武术、津门秧歌等
花会项目，这种传统的民俗文化表演深受老百
姓的喜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重要
表达方式。

另外，春节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天津元素就是
杨柳青木版年画。杨柳青木版年画自清末时期就
在天津地区流行，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如今，
杨柳青木版年画已然是天津一张极具代表性的城
市名片，成为全国人民认识天津的一座桥梁。

在春节期间，北方还有很多重要的民俗活动，
比如除夕的年夜饭、初二的回娘家、初五的迎财
神、正月十五的闹花灯，这些习俗在天津还完好地
保留着，它和这些非遗共同构成了天津这座城市
春节里的美好风景。

今天是乙巳年春节，天津这座城市保留了很多颇具特色的春节传统民俗，涉及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下面，就让我们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非遗学者一起聊聊——春节里的津味儿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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