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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系列活动的主题是“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
据了解，宁夏留存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其中一部分非遗传承项目涉及衣食住行用等

生活的诸多方面。近年来，宁夏大力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保护，促进非遗与旅游、乡村振兴
等融合发展，古老的非遗文化结合新时代元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不断融入百姓
生活，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非遗”不再是古老的代名词，“非遗”也可以是风潮的引领者。

宁夏非遗绽放现代之美

吃一碗香喷喷的羊杂碎，喝一口热乎乎的
八宝茶，看一场热热闹闹的皮影戏，听一曲原
汁原味的宁夏坐唱，上一堂妙手生花的剪纸
课，在不断升腾的烟火气中，我们近距离感受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民族记忆的背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
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
希望。

宁夏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宁夏
加大非遗保护和传承力度，走出了一条传承保
护与衍生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子。越来越多的

“80后”“90后”“00后”苦学技艺，从老一辈手中
接过接力棒，薪火相传，成为非遗传承保护的
新生力量。他们融合传统技艺和现代创新创
意，让非遗活色生香，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正如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所
倡导的，唯有“连接现代生活”，非遗才能“绽放
迷人光彩”。非遗源自生活，更要扎根生活，要
进一步加大非遗“活化”的力度，努力寻找传统
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更多的非遗项目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展品”变“产品”，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力
求让它们真正从历史中走出来，融入时代，走
进生活，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食”得
人间烟火，绽放迷人光彩。

让非遗“食”得人间烟火
张晓芳

瓷瓶精巧，如果遮住标签猜内容，答案或许
千奇百怪，很难想到那里面装的是醋。

这是一瓶陈酿醋。
“陈酿”二字，总是和美酒并肩出现，让它来修

饰一瓶醋，难免给人“高开低走”的错觉。“这瓶醋
用古法炮制，是 5年陈酿，在传统的粗瓷醋缸里，
蛰伏了近 2000个日夜。”石嘴山市田园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岳鹏秀为醋代言：“因为醋太普通、太
家常，很多人忽略了它原本拥有的高品质属性。
酒醋同源，既然陈香美酒能被大众接受，那么，被
时光沉淀过的陈酿醋，品质自不必说，只要销售方
法得当，必然会有广阔的市场。”

在田园食品有限公司的展示柜里，1年、3年和
5年的陈酿醋分类陈列。“5年陈酿卖得最好。”岳鹏秀
说。一排排装满陈酿醋的小瓷坛，挂着预订者的姓
名牌，仿佛酒窖中被早早预订出去的橡木桶酒，在等
待离去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和漫长的过往作别。

5年时光，酿出了有故事的醋；而促成这段时
空相逢的，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1988年的夏天刻在了岳鹏秀的记忆里——不
知道高考成绩如何，心里的忐忑衬得那个夏日更
加燥热。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岳鹏秀成为石嘴山
市原惠农县礼和乡永平村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第一次坐火车，来到离家很远的江苏省无锡
市，岳鹏秀误打误撞选择了发酵工程专业，在开
课的前一天，她都以为自己将学习如何发面做面
包。3年的专业化学习，让她对药品、酒类的发酵
技术运用纯熟，唯独没有接触过食醋。

大学毕业，岳鹏秀分配至石嘴山酿造厂，场院
里壮观的醋坛阵，足以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震惊。新丁到岗，岳鹏秀
被安排翻炒原料，每日舞动铁锨，却远离核心技术。一次，经验丰富的
老师傅总做不好酵母，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毛遂自荐。按照大学课本
里酿酒的发酵方法，岳鹏秀完成了酵母制作，一“战”成名。

在酿造厂的几年里，大学学习的新技术和传统的手工工艺在
岳鹏秀脑中不断碰撞、互补优长，进而衍生出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加以创新的酿造方法。

“新，指的是酿造工具和环境的革新，摒弃了土炕、土炉，取而
代之的是更符合现代食品卫生要求的天然气炉、不锈钢炕。”1996
年辞职创业，岳鹏秀决定将古法酿醋技艺进行到底：“企业发展了
20多年，酿造工具几经革新，可酿造过程不敢减半分。一瓶醋，从
生产到销售，最快需要3个月，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2021年 6月，岳鹏秀传承的传统酿醋技艺被列为第六批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老方法、新思路，岳鹏秀挺
进食醋高端市场，陈酿醋、年份醋一经推出广受欢迎，远销全国
多个地区。传统技艺在时光的酿造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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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茶叶遇上红枣当茶叶遇上红枣、、枸杞枸杞、、桂圆桂圆、、核桃等干果核桃等干果，，能能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我们在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项目———刘三朵八宝茶里找到了答案—刘三朵八宝茶里找到了答案。。

66 月月 99 日日，，走进刘三朵八宝茶体验馆走进刘三朵八宝茶体验馆，，浓郁的浓郁的
八宝茶文化扑面而来八宝茶文化扑面而来，，这里可以了解八宝茶的历这里可以了解八宝茶的历
史史、、配料等知识配料等知识，，可以观看八宝茶茶艺表演可以观看八宝茶茶艺表演，，还可还可
以在茶艺师的指导下亲手泡一碗八宝茶以在茶艺师的指导下亲手泡一碗八宝茶。。

““我从小就随母亲学会了抓茶我从小就随母亲学会了抓茶、、包茶和沏茶包茶和沏茶。。
手抓八宝茶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手抓八宝茶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八宝茶八宝茶
以茶叶为底以茶叶为底，，掺有白糖或冰糖掺有白糖或冰糖、、玫瑰花玫瑰花、、枸杞枸杞、、红红
枣枣、、核桃仁核桃仁、、桂圆肉桂圆肉、、芝麻芝麻、、葡萄干葡萄干、、苹果干等苹果干等，，喝起喝起
来香甜可口来香甜可口，，有滋阴润肺有滋阴润肺、、清嗓利喉之功效清嗓利喉之功效。。所以所以
宁夏人不管什么时候宁夏人不管什么时候，，都爱这一盅清香可口的八都爱这一盅清香可口的八
宝茶宝茶。”。”宁夏刘三朵八宝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宁夏刘三朵八宝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
晓虹说起八宝茶的历史晓虹说起八宝茶的历史，，如数家珍如数家珍。。刘晓虹家中刘晓虹家中
有三姐妹有三姐妹，，她排行老三她排行老三，，于是用于是用““刘三朵刘三朵””为自己的为自己的
品牌命名品牌命名。“。“手抓八宝茶讲究手气手抓八宝茶讲究手气，，每个人抓出的每个人抓出的
茶味道都略有不同茶味道都略有不同。。八宝茶配料品种大同小异八宝茶配料品种大同小异，，
主要配料基本相同主要配料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用量和配方区别在于用量和配方，，或者自或者自
酿花酱和料包等酿花酱和料包等。”。”刘晓虹说刘晓虹说：“：“八宝茶不是必须配八宝茶不是必须配
八种料八种料，，这里的这里的‘‘八八’’只是一个概数只是一个概数，，可以根据自己可以根据自己
的口味添减的口味添减。”。”

刘晓虹说刘晓虹说，，八宝茶不仅是养生茶八宝茶不仅是养生茶，，也是也是““待客待客
茶茶”。”。宁夏人一直有用盖碗茶招待贵客的传统宁夏人一直有用盖碗茶招待贵客的传统，，盖盖
碗里盛上茶叶和佐料碗里盛上茶叶和佐料，，揭开茶盖将沸腾的开水注揭开茶盖将沸腾的开水注
入盅碗内入盅碗内，，茶叶和配料在盖碗中翻腾茶叶和配料在盖碗中翻腾，，在玫瑰酱和在玫瑰酱和

茶叶的作用下茶叶的作用下，，茶汤很快显出诱人的深红色茶汤很快显出诱人的深红色。。
““喝八宝茶也有讲究喝八宝茶也有讲究，，要一下一下要一下一下‘‘刮刮’’动动，，使使

茶叶和佐料加速溶解茶叶和佐料加速溶解，，使汤汁尽快变温使汤汁尽快变温。”。”刘晓虹刘晓虹
介绍介绍，，民谚有民谚有““一刮甜一刮甜、、二刮香二刮香、、三刮茶露变清汤三刮茶露变清汤””
的说法的说法。。八宝茶茶具由茶盖八宝茶茶具由茶盖、、茶碗茶碗、、茶托三部分组茶托三部分组
成成，，俗称俗称““盖碗茶盖碗茶”，”，盖为天盖为天，，托为地托为地，，碗为人碗为人，，又称又称

““三才碗三才碗”。”。
““八宝茶里的配料八宝茶里的配料，，既有南方的茶叶既有南方的茶叶、、桂圆桂圆，，

中中原地区的芝麻原地区的芝麻，，山东的玫瑰山东的玫瑰，，又有北方的红枣又有北方的红枣、、
沙枣等沙枣等，，可以说八宝茶就是民族大融合的一碗可以说八宝茶就是民族大融合的一碗
茶茶。”。”刘晓虹说刘晓虹说。。

20172017年年，，刘晓虹开始用标准化工艺生产八宝刘晓虹开始用标准化工艺生产八宝
茶茶，，同时致力于传播八宝茶文化同时致力于传播八宝茶文化。。她在传承八宝她在传承八宝
茶传统手艺时也对八宝茶工艺进行了创新发展茶传统手艺时也对八宝茶工艺进行了创新发展。。
20192019年年，，工厂采用干燥技工厂采用干燥技术及无菌无尘加工对原材术及无菌无尘加工对原材
料进行灭菌料进行灭菌，，解决了八宝茶包起虫的问题解决了八宝茶包起虫的问题。。在传统在传统
八宝茶基础上八宝茶基础上，，刘晓虹深入挖掘八宝茶文化刘晓虹深入挖掘八宝茶文化，，结合专结合专
家研发团队家研发团队，，采用数十种药食同源的花草采用数十种药食同源的花草，，研制出适研制出适
合不同人群合不同人群、、不不同体质的八宝养生茶同体质的八宝养生茶。。20192019年年，，刘刘
晓虹被评为吴忠市市级八宝茶非遗传承人晓虹被评为吴忠市市级八宝茶非遗传承人。。

20192019年年，，为了弘扬推广八宝茶非遗项目为了弘扬推广八宝茶非遗项目，，刘晓刘晓
虹申请建设了八宝茶文化体验馆虹申请建设了八宝茶文化体验馆，，希望更多人了希望更多人了
解并喜欢宁夏的八宝茶解并喜欢宁夏的八宝茶。。20212021 年年 66 月月，，刘三朵八刘三朵八
宝茶被列为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宝茶被列为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性项目。。20222022 年年 11 月月，，刘晓虹被评为自治区级非刘晓虹被评为自治区级非
遗传承人遗传承人。。

一壶茶 映出好客宁夏人
本报记者 张 涛

6月 9日 10时，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内
游人如织，李凤琴刺绣手工坊的摊位上，
手机袋、小挂件、小饰品吸引游客驻足挑
选。“手机袋比较受欢迎，昨天有几个小伙
子买走十来个，现在存货没剩几个了。”李
凤琴说，传统手工刺绣制作的工艺品颇具
个性，很受年轻人喜欢。

李凤琴是自治区级刺绣非遗传承人，
55 岁的她做手工刺绣已有 40 多年。“妈妈
跟着姥姥学，我从小跟着妈妈学。”李凤琴
告诉记者，坚守一门传统手艺并不容易，
需要不断创新适应市场变化。“我的绣品
第一次作为商品出售是在我刚结婚不久，
农闲时在家绣鞋垫，把牡丹、如意等吉庆
图案绣在鞋垫上，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
没想到邻居看到后直夸漂亮，建议我拿出
去卖。”邻居无心的一句话让李凤琴看到
了商机，她把自己平时绣的鞋垫拿到集市
去卖，没想到一下午，二三十双鞋垫被一
抢而空。

“那个时候，我卖鞋垫的钱就够一家人
的日常生活开销。”李凤琴边卖鞋垫，边琢磨
设计新绣品。肚兜、虎头鞋、香包……随
着绣品种类的丰富，前来购买的人也越
来越多，她的作品也打出了名气。 2010
年，李凤琴被邀请参加上海世博会，她创
作的“民族大团结”作品广受好评——这
幅手工刺绣作品在中国版图上绣了 56
朵牡丹，象征 56 个民族是一家，形式新
颖、寓意深远。“我设计的各种老虎造型
的刺绣作品也非常受欢迎，其中一幅老虎绣品曾卖出几
千元的好价钱。”李凤琴说。

2016 年，李凤琴作为传统手工艺人在镇北堡西部影城
内摆起了摊。“最初一两年收入还不错，但我发现，光靠传统
绣品很难赢得年轻人的喜欢，我也适时地转变了思路，减少了
大幅的刺绣作品，绣一些日常的小物件，让非遗技艺融入日常
生活。”端午节绣香包，春节期间绣虎头帽、虎头鞋……李凤琴
的绣品不断追赶潮流，努力让传统手艺跟上时代脚步。

“刺绣需要手艺人用心去钻研，每穿一针都是经过无数次
尝试总结经验，有好多作品我都是拆了又拆，反复比较，手法、
布料不停更换，最后找到最适合、最好看的呈现方式。别看一
个小挂件，有时候要花费 20多天时间。”李凤琴说，最近，她开

始研究绣花鞋，自己设计了多种花样，在鞋面上不断尝
试：“我希望能通过一些时尚、流行元素让传统手工艺
焕发新的魅力，让中国刺绣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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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肺、羊肚、羊头肉等，与羊肉汤交融在
一起，撒上葱花，浇上辣椒油，演绎成一道美
食，让品尝过的人流连忘返。

这是一碗羊杂碎的魅力所在。
6月 10日 15时许，吴忠市利通区杜优素

羊杂碎财满街店，食客熙熙攘攘，王先生带着
好友前来同品尝：“我是土生土长的吴忠人，
来这家店吃羊杂碎，是我童年最深的回忆。
如今还是难以割舍这道美味，经常带家人和
朋友过来品尝。”厨房里，工作人员忙着给外
地顾客打包羊杂碎，店老板杜军林一边在手
机上查阅线上订单，一边对记者说：“我们每
天都有发往全国各地的真空快递，为大家送
上宁夏美味。”

好的味道，源自坚持传统和用心制作。
杜优素羊杂碎始于 20世纪 20年代，创始人杜
万和将一碗羊杂碎变成每天早晨大多数当地
人的首选，由此开启一天的幸福生活。历经
第二代、第三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杜优素羊
杂碎在吴忠名气渐响。

作为第四代传承人，38岁的杜军林继续
将羊杂碎传统技艺发扬光大。2017年 6月，

“杜优素羊杂碎制作技艺”入选吴忠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 6月，晋
级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为了将传统美食推而广之，2015年，杜军
林投资 1200万元，在利通区金积工业园区新
建厂区，扩大了羊杂碎生产加工厂房，还将宁
夏特色美食馓子、麻花、油饼等引入店内，并
辅之以真空包装、冰鲜物流等现代科学技术，
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有机会一品鲜美。

“目前，我们生产的羊杂碎已销往全国各地，尤其受到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许多居民的喜爱。”杜军林说，作为代表宁
夏的美食名片之一，羊杂碎不仅丰富了当地人的餐桌，还让很
多外地游客通过品尝美味认识了宁夏川的秀美、了解到宁夏
人的豪爽。“今后，我将继续承担起技艺传承的重任，将羊杂碎
品牌发扬光大。”杜军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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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一团团杂乱无序的麻绳、麻线，在
“90 后”姑娘吴琼的手下，变成一件件具有时尚
元素的潮流文创产品。

6年前，源于对麻编的热爱，吴琼毅然辞职，拜
入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麻编技艺传承人张璟门下，
潜心学习麻编技艺，感受麻在指尖的生命力。

“我大学学的是环境设计专业，平时喜欢画画，
当初选择学习非遗麻编技艺，就是想做一名安静的
手艺人。”吴琼说，从事非遗麻编工作确实很辛苦，
入门很难，但越做越放不下。每天虽累但很充实，
从麻编基础技法到品牌传播、渠道开发、市场推广、
作品研发，每个环节她都用心学习钻研。

“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所有时间都用来钻研
麻编。”吴琼曾为研发新品、拓展市场，几乎一个多
月没离开过工作室。手被麻刺扎伤发炎时有发生，
一个人搬20余公斤的麻轱辘更是常事。

由于勤奋好学，吴琼成为张璟老师的得意门
生，被推荐成为宁夏非遗麻编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如何让慢而美的手艺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
进一步焕发生机？吴琼在麻编中加入了流行、时尚
元素。“麻编要吸引更多受众，就得创新、接地气。”
吴琼说，在追求个性化的今天，非遗麻编以其独特
的艺术魅力在现代都市中悄然流行开来，其散发出
的时尚感颇受消费者的青睐。

滩羊宝宝挂件、丝路骆驼钥匙扣、生肖小老
虎……在众多麻编文创作品中，吴琼和团队的创
作灵感大多就地取材，将古老的麻编技艺与现代时
尚元素完美结合，让人在粗犷中找到天真与童趣。

在非遗麻编技艺传承中，让吴琼感到最幸福的
事莫过于帮助更多农村妇女增收致富。“我们采取订单加工方式，
组织开展技艺教学、产品回收、线上线下销售活动，带动银川市兴庆
区月牙湖乡和贺兰县南梁台子隆源村农村妇女做手工麻编产品，让她
们在家门口也能挣上钱。”吴琼说，截至目前，麻编技艺培训受益人数已
超过400人，其中近100人能独立接单完成工艺品制作。

“目前，我们的非遗麻编产品获批 12项专利、56个版权，研发系
列产品 100余种。”吴琼说，团队注册的“巴鸟麻编”作品多次代表宁
夏特色文化亮相中国外交部、上海世博会等，并参加过多个国家的

文化交流。部分产品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
奖、宁夏“传统工艺+岩画”文创大赛金奖等荣誉。

谈及未来发展，吴琼表示要和团队继续做
好非遗麻编“文章”，通过创新创造重新焕发传
统手工艺与自然材质相结合的独特魅力，让非
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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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吴琼在制作非遗麻编产品吴琼在制作非遗麻编产品。。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照刚马照刚 摄摄
②② 岳鹏秀在工作中岳鹏秀在工作中。。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秦磊秦磊 李锦李锦 摄摄
③③ 刘晓虹展示抓茶和沏茶刘晓虹展示抓茶和沏茶。。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涛张涛 摄摄
④④ 李凤琴设计鞋面上的花样李凤琴设计鞋面上的花样。。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智慧智慧 摄摄
⑤⑤ 工作人员将羊杂碎打包准备发往外地工作人员将羊杂碎打包准备发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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