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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20日讯(记者
凌文秀) 为帮助更多的单

身男女早日觅到良缘，本报推
出春季大型相亲活动，再次为
单身男女们创造浪漫约会，可
通过微信公众号(“qlwbjrlc”)报
名参与。齐鲁晚报已成功举办
过多届大型相亲会，帮助上千
对单身男女找到好姻缘，是百
姓有口皆碑的“好红娘”。

春暖花开的季节，最适合
开始一场恋爱，可惜很多人身
边还缺一位女主角or男主角。
齐鲁晚报春季大型相亲会火热
报名中！我们会继续为四海八

荒的单身人士寻找他们的意中
人。活动报名已经开始四五天，
迎来了众多青年才俊的踊跃参
与，其中不乏中高管优质型男、
高科技企业精英、企事业单位
中层，也有都市时尚白领、优雅
大气女神、气质型御姐。

诸多单身人士已经报名相
亲会，报名者们写下“我们不将
就”的宣言，“希望可以找个相
伴一生的人”。有姑娘“希望另
一半喜欢读书，喜欢烹饪与美
食”，有小伙儿“军校毕业，投身
边防，既已许国，也想许家。”没
遇到你的日子，“我现在只做两

件事，一件是让自己变得更优
秀，而另一件事，就是等你！”
而我期待的“人生只要两次幸
运就好，一次遇到你，一次选择
你”希望都能在这场相亲会上
实现，遇到你时我会说一句：

“您好，可否借一生说话？”
主办方将把报名者的交友

信息制作成海报张贴在活动会
场，资料区分为男女不同区域。
愿大家在这里寻找到自己的缘
份，单身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条
件检索符合条件的另一半，主
办方还贴心设计了许多适合互
相了解的小游戏，让大家在游

戏之余拉近距离，消除陌生感。
4月8日，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即将开启大型相亲活动，即
日起开始报名。报名已经火爆
启动，本场公益相亲会没有学
历、年龄等门槛，只要你是单
身，渴望婚姻，愿意以一颗真诚
的心和异性交往，都可以来报
名。

活动诚招赞助商，您可以
为报名的单身男女献上伴手
礼，也可以作为冠名、赞助单位
加盟这场大型寻爱之旅。

活动报名方式很简单，您
仅需关注齐鲁今日聊城微信公

众号(qlwbjrlc)，填写电子表格，
并按照要求填写信息、上传个
人照片就可以了。动动手指就
能报名，非常便捷。转眼又是一
年春，有人在相亲会上等你。

春暖花开的季节，最适合开始一场恋爱

来来本本报报相相亲亲会会上上遇遇见见你你的的TTAA吧吧

开拓传承模式、提升工艺技艺、寻找新用途

梁梁平平带带““老老粗粗布布””鲁鲁锦锦织织就就新新生生

本报记者 凌文秀

2006年，“鲁锦织造技
艺”被认定为省级非遗，
2008年晋升国家级。而鲁锦
在聊城也有着辉煌的制作
历史，如今，在聊城民间艺
术体验馆，传承鲁锦几十年
的梁平依然在传授鲁锦技
艺，并不断开拓鲁锦应用渠
道。

儿时为母亲帮忙

学到鲁锦制作技艺

“小时候家里日子不好
过，母亲经常纺线织布做很
多活计，自幼耳濡目染，母
亲从织布机走向炉灶的时
候，我就经常跑到织布机旁
边帮母亲织上一会儿。”梁
平回忆起物质贫瘠的童年
生活无限感慨，“那时候我
够不到织布机的脚蹬。”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
梁平掌握了母亲穆其英所
有的纺线织布技能。但后
来，随着机器生产的普及，
原始的纺线织布渐渐走出
大众的视野，梁平感觉非常
可惜。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后，她利用业余时间系统整
理了东昌古锦制作技艺。

“鲁锦”，民间通称为
“老粗布、家织布、手织布”，
带有鲜明齐鲁文化特色，因
其纹彩绚丽，灿烂似锦而得
名。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
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梁平
在中华水上古城南大街成
立了鲁西民间艺术体验馆，
自筹资金收集了多台织布
机，开发了多款东昌老粗布
产品，她在体验馆传授徒弟
和爱好者东昌古锦制作技
艺的同时，节假日还走向街
头，让市民及游客体验纺线

及织布过程。因为她多年来
为东昌鲁锦制作技艺的传
承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2015年梁平当选为东昌府
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同时，她还成为聊城市签约
文艺创作员。

成本高用途单一

极力拓展鲁锦新用途

现在鲁锦已经打开了
部分销量，最近有银行预订
了一批鲁锦作为礼品，也有
一些礼品店新上了她的一
部分产品。但跟销量相对的
问题也有很多。梁平毫不讳
言，“我们的东西全部是纯
手工打造，成本太高，完全
没有价格优势。而且大部分
是作为床品使用，用途太单
一。”梁平表示，市场上一些
纯棉的床上用品大部分是
工业流水线生产，如果纯棉
没有造假的话，与鲁锦的使
用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工业生产的产品非常
平整，用力均匀。而人工使
用织布机制作出的鲁锦则
不会过于平整。

除了成本难以降低，对
于鲁锦更多用途的开拓也
是让梁平比较耗费精力急
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一
些想法，比如制作传统的艺
人服饰，例如给打太极的人
使用；也可以制作一些传统

服饰，比如一字扣的上衣；
还可以从生活实用性上寻
找一些商机，比如茶洗，也
就是茶杯下面的布垫。”除
了在用途方面不断寻找新
商机，梁平还在花色上下
了很功夫，研究出很多符
合 当 代 人 审 美 的 花 形 花
色，更具设计性也更符合
市场需求。

此外，针对以往棉线手
工染色技艺带来的容易褪
色的情况，如今梁平寻找到
专业的染色企业帮忙染色，

“经过高温等流程染色后，
现在的棉线不会掉色，新流
程加入老手艺，带来新的升
级。”

从学校到体验馆

极力拓展从业者规模

“鲁锦”的原料是纯棉
材料。从采棉到上机织布要
经大小七十二道工序全部
采用纯手工，手纺、手织、天
然植物染色棉织物(俗称老
粗布)，由于工艺条件其花
纹主要是方形几何纹，又被
称为“花格子布”。主要有

“提花斗纹”、“核桃纹”等，
又有“四格缯”、“八格缯”等
之区别，“鲁锦”织物具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
族特色，同时又属于纯天然
绿色保健织品，具有极高和
广泛的使用价值。而每道工

序里还有很多子工序，可以
想象，织锦中蕴藏着多少繁
杂的劳动。

因为纯手工七十二道
工序打造，产量很难提高。
从纺线到织布，原始风格的
制作工艺给了鲁锦纯手工
的吸睛定位，随之而生的就
是生产量很难提升的问题。

“一个人一整天也就织一个
床单，跟工业化生产的效率
差太远了。”梁平表示，目前
鲁锦的从业者很少。“多年
来一直致力于鲁锦制作技
艺的传承，是一所中学的实
践基地，也通过政府对接扶
贫村落，从村落中寻找到几
位心灵手巧有织布手艺的
人，我负责制作出花样，她
们负责手工织布。但这些手
艺人大部分已经60岁以上
了。”虽然从学校、到社会、
到真正的手艺人，梁平都在
极力传承鲁锦，但她依然不
满足于现状，“传承的规模
还是不够大，范围还是不
广，从业者依然太少。”梁平
给了自己更多的挑战。

在当今社会崇尚回归
自然的消费潮流中，鲁锦所
具有的纯棉质地、手工织
造、民族图案三大特点显得
尤为珍贵。鲁锦产品集纯天
然的织造原料、传统的制做
工艺和独特的鲁锦艺术于
一身，也令人感受到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

梁平在体验馆织布。

本报聊城3月20日讯(记者 凌
文秀) 高唐有这样一位“画痴”：他
出生在农村家庭，却自幼对书画痴
迷；他只有初中学历，却能自学成
才，对各种绘画技术如痴如醉；他
一生经历坎坷，宁吃糠咽菜也从未
想过放弃手中画笔。他叫李玉珠，
今年38岁，是高唐县梁村镇李化梓
村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受祖父影响，李玉珠自幼热爱
书画。六岁那年，祖父去世，他接过
祖父的墨宝，开始自学练字。因为
没有字帖，李玉珠便临摹祖父的
字，到八岁时，已经写得有模有样
了。每逢春节，村里人都会来找他
写春联。

祖父生前曾赠予朋友们许多
墨宝。后来那些朋友得知他家小孙
子在练字，便又把字送了回来，让
李玉珠作为字帖。实际上，那时的
李玉珠还不清楚祖父那些字都是
什么字体。书画同源，李玉珠无师
自通。慢慢地，他把兴趣从书法延
伸到画画上，书本上、黑板上、墙壁
上......到处都有他的“涂鸦”。

初中毕业后，李玉珠回家务
农，但并未放弃他的“画画”事业。
2004年，李玉珠开始学习走兽画。
因为没有老师，他便临摹冯大忠、
季则夫两位大师的画作。练到痴迷
时，他甚至一年中两个月打工挣
钱，其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创作。

对此，妻子崔红霞也曾满腹怨
言。2008年，李玉珠遭遇一场重大
车祸险些丧命。术后静养时他潜心
学画，妻子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开始支持他的梦想。

2013年，李玉珠报名参加了中
国美院的招生，但因初中学历，不
符合学校招生条件。后来，李玉珠
把自己的一幅作品寄给学校，被破
格录取。

深知学习机会的珍贵，李玉珠
恨不得把每分每秒都用在学习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一月份，在
山东省第二届农民书画展上，李玉
珠的作品《太行清韵》一举斩获一
等奖，也收获了许多同行和观展人
士的赞许。

高唐农民“画痴”

李玉珠三十年追梦

高唐农民画家李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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