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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武清區曹子里鎮是聞名遐邇的「中國絹
花之鄉」。節日期間，鎮上極富人氣的絹花更是
銷售火爆，整個鎮上演了一片「繁花」盛景。
「不管是國內客戶還是海外華人都很喜歡。」曹
子里鎮一家絹花企業的負責人苑廣東說。
曹子里鎮有300多年的絹花生產歷史，2013

年，曹子里絹花製作技藝被認定為天津市非物質
文化遺產。目前，這裏的絹花佔據天津市場份額
的70%以上，產品行銷全國各地，更遠銷至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早在明清時期，曹子里鎮的居民就有年節戴

花、屋內擺花、窗欞插花的習俗。隨着做花技藝
傳入當地，大家開始進行家庭生產售賣，逐漸吸
引達官貴人前來採購定製，促成了京畿一帶花業
的興起。一批如「花兒金」「花兒劉」等手藝人
的出現，也將絹花技藝不斷發揚光大。

拾棉莊村村民李秀亭和苑澤春是曹子里絹花製
作技藝的非遺傳承人，也是如今為數不多熟練掌
握絹花手工製作技藝的行家。傳統的絹花工藝用
的是純蠶絲布料，需經過上漿、剪形、染色、造
型、定型等多個步驟。花莖裏是鐵絲，外面由布
料一圈一圈纏繞，包括葉子都要纏上；花瓣弧度
要用手摸出來，將糯米打成糊後用鑷子一層一層
黏好。在純手工精心製作下，絹花的形態才得以
栩栩如生。
由於傳統手工絹花製作工藝複雜、周期長，

產能和樣式都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李秀亭和苑澤春如今都已轉型為「技術顧
問」。李秀亭說：「武清絹花生產技藝都是從
傳統手藝發展而來的，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意
義。」
作為一項歷史悠久的技藝，絹花生產從手工製

作到如今的規模化、機械化生產，發展出絲花、
拉花、絨花等上百個系列近千個品種。商宗國負
責的仿真花企業，專門生產「蘭花系列」產品，
為精準還原不同蘭花的脈絡與花紋，企業引進了
3D打印技術，最高程度模擬真花形態。在商宗
國的帶領下，企業還研製出特殊的原料工藝，使
得花瓣不僅在視覺上實現仿真，還能在觸覺上
「以假亂真」。
據了解，曹子里鎮目前有絹花專業村6個，大

大小小絹花企業上千家。全鎮一半左右人口從
事絹花生產。去年6月，曹子里鎮絹花產業文化
園投入運營；截至目前，已引進外貿公司3家、
電商企業5家，孵化實體絹花企業2家。去年
「雙十一」促銷活動期間，曹子里鎮生產的絹
花更有八成銷售到海外市場。

◆文：雨竹綜合新華社、圖：新華社

當非遺絹花糅合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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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大拆大建，留存城市記憶。近年
來，重慶通過完善公共服務、盤活

閒置資源、融入歷史人文等城市更新舉
措，讓越來越多的老小區、老廠房、老樓
宇、老遺蹟變成宜居地、打卡地、新興產
業聚集地、歷史文脈傳承地，也讓城市湧
現出一批文旅消費新地標。

在文創街區飲茶吹風
洋溢着明媚氣息的江北區北倉文創街區
在樓房邊的露天處、在綠竹旁置辦起桌
椅，讓遊客們在富有地域特色的休憩地放
鬆，用相機記錄適意瞬間。充滿藝術氣息
與設計感的店舖也是這個文創區的一部
分。各種清新的油畫和陶器相得益彰，各
種形態不一的產品也琳瑯滿目，讓人想買
下幾個，裝飾自己的溫馨小家。遊客還可
以繪畫、塗製石膏擺件，將在重慶獲得的
記憶帶回自己的城市。街區中的「北倉圖
書館」也吸引着人們進門閱覽各種書籍，
在古樸的氣息中透過文字看世界。
「圍爐煮茶」是近幾年許多人度過秋
冬、與好友家人相聚的方式。不少年輕人

光顧的街區當然要把這個活動加入文旅清
單。街區中鋪滿小石子的小餐廳，正在以
有茶有糕點的休閒方式為來往的旅客提供
溫暖的歇腳地。
通過他人的眼睛欣賞城市的多個面，也
是不錯的體驗。北倉文創街區還設立了城
市攝影展，觀賞者能在這裏看到重慶忙碌
的白日與充滿煙火氣的黑夜。
兩江新區金山意庫文化創意產業園還設
有滑雪裝備專賣店，引來不少年輕市民及
遊客前來選購讓人眼前一亮的滑雪板。

感受古建築的新生機
遊客們還可以漫步在渝中區戴家巷依懸
崖而建的蜿蜒步道上，兩旁的火鍋店、咖
啡店、文創店生意紅火。若不是巷子中的
「城市更新展廳」展示着這裏的巨變，你
很難相信這個打卡地曾是一個冷清破舊、
滿是垃圾的居民區。
重慶開埠遺址公園位於長江之濱的南岸
區，包含重慶開埠歷史陳列館、清末民初
立德樂洋行舊址、特色餐飲民宿、文化藝
術沙龍等。近年來，公園正以其多樣的業
態、厚重的歷史、遠眺渝中半島的區位而
成為重慶新的「會客廳」。
同樣位於南岸區江邊的龍門浩老街也保
留了經歷過歲月風沙的古老建築，現在，
這裏的泰國餐廳和西餐廳，為這些灰色的
建築添上了一份活潑。老街高高掛起的燈
籠和軟萌的龍年卡通雕塑，也構成了一片
靚麗的風景。在每個人的眼中，這片古建
築或許都是一幅古樸的畫，而對於站在其
中不同位置的遊覽者來說，每個陌生人也
或許都是畫中人。

在新時代傳承古老技藝

◆江北區北倉文創街區的店舖很有藝術感。

◆重慶市南岸區龍門浩老街迎來許多遊客。

◆遊客在重慶市江北區北倉文創街區休閒放鬆。

◆遊客在重慶市江北區北倉文創街區拍照留影。

◆◆遊客漫步在重慶市江遊客漫步在重慶市江
北區北倉文創街區北區北倉文創街區。。

◆◆遊客在重慶市南岸遊客在重慶市南岸
區龍門浩老街遊覽區龍門浩老街遊覽。。

◆小朋友在重慶市江北區北倉文創街區
自製文創產品。 ◆遊客在重慶市江北區北倉文創街區的街頭補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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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絹花的製作工具。

◆絹花技藝傳承人李秀亭（左）和苑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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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拿鮮艷的氣球來龍門浩老街休息遊客拿鮮艷的氣球來龍門浩老街休息。。

◆遊客在重慶市江北區北倉文創街區觀看攝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