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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第一盏灯点亮了“守灯人”张向仁对传统技艺的兴趣

46年坚守，他将家乡记忆藏进淄博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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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齐鲁晚报记者 褚思雨 李从伟
见习记者 丁安顺
通讯员 侯敏 侯冬琪

每根线都带着
手指的温度

张海枫是“汉纺绣”
第六代传承人。她介绍，
水泊鲁锦“汉纺绣”手绣
始于明永乐年间，张氏
祖张振西开设的“福兴
源”锦绣庄染布坊当时
享誉四方。相传“福兴
源”曾多次为太后定制
宫廷花红绣品，深受太
后喜爱，故赐民间精绣

“张氏汉纺绣”，在清乾
隆年间达到鼎盛。

2003年，张海枫继
承祖先传承的优秀技
艺，于2005年成立梁山
鲁锦专业手工织绣有限
公司，注册商标“水泊鲁
锦”和带银针金线的“汉
纺绣”。2008年，水泊鲁
锦汉纺绣织造技艺入选
梁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1年，水泊鲁
锦汉纺绣织造技艺被山
东省商务厅评为“山东
老字号”。

走进张海枫的工作
室，桌上摆放的一幅“国
色天香”绣品映入眼帘：
大朵的牡丹花、翠绿的
叶子，有繁花锦簇的感
觉。一针一线，色彩鲜
明，匠心独运中显露着
传统文化的精致大方。

张海枫心直口快，
聊起这幅作品，她说，

“别看这幅绣品不大，紧
赶慢赶也用了一个多
月。成品之前，更是要经
过不断修改。因为要表
达想要的感觉，画面的
丰富感、层次感都是需
要不断调整的，直到自
己满意为止。”

在她看来，绣制是个
手艺活，而想要完美呈现
出一幅作品，最难的就是
构思的过程，“比如说寓意，确定主
题再配色。”对张海枫来说，刺绣不
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艺术，每
一针都连着专注的眼神，每一根
线都带着手指的温度。

博采众长
拓展思路大胆创新

“人们渴望生活美好幸福，
便借用绣品表达出内心的真实
情感，比如我现在绣的这幅作

品，就是以荷花图案为底的一套
床品，象征着富贵吉祥、平安喜
乐。”张海枫说，好的刺绣作品色
彩要凝重，物象要真实，颜色与
针法要交错、要衔接。

在继承传统手绣技艺的基
础上，张海枫大胆创新，将所学
的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技艺相
融合。“我加入最多的针法就是

把立体的东西加入刺绣
当中，博采众长把一些
其他优秀刺绣的类别应
用到鲁绣里边，比较时
尚立体一些，更有意思
一些。”经过不断采纳、
吸取各种传统技法，水
泊鲁锦“汉纺绣”手绣形
成针法的灵活多样性，
压针、扭针、盘针、平针
等十几种针法，针功细
腻，花型简洁大方、颜色
搭配和谐，有较强的装
饰性、实用性。

免费培训推广
积累后备人才

以布为纸、以线当
墨、以针做笔，在一针针
穿插中，缕缕丝线交错
中，尽显手工刺绣的传
统魅力。穿针引线之间，
一幅幅生动的图案就栩
栩如生地展示出来。对
于张海枫来说，“汉纺
绣”的创作是传承、是创
新，更是对传统文化的
展示与传播。

为推广“汉纺绣”，
这两年张海枫与梁山县
多个镇街联合开设培训
班，免费对群众进行手
工刺绣技能培训，形成

“技能培训+订单加工+
产品回收”的居家就业
创业模式，帮助当地家庭
妇女居家就业。培训班自
开课至今，已培训1500余
名学员，为“汉纺绣”日后
的普及与繁荣积累了大
量后备人才。

梁山县大路口乡清
堂李村的国佃霞家，便
是“汉纺绣”的加工基地
之一。在国佃霞家中，六

七位村民正围坐在桌前，轻捻银针
彩线，按照设计好的花样，在绣布
上刺出精美的图案。“手工刺绣不
受时间地点约束，可以灵活安排，
既增加经济收入，又不耽误照顾家
庭，一举两得。”国佃霞笑着说。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
有义务和责任传承优秀的传统
技艺，我会坚守这门手艺，让‘汉
纺绣’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
让更多人感受针线飞舞间的非
遗魅力。”张海枫说。

文/片 齐鲁晚报记者 张光益

缘起与守护

张向仁人生中的第一盏花
灯，源自小学时期的一次尝试。那
时的他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
比着手工课上老师制作花灯的方
法，他尝试将竹帘分开，里面放上
油灯，再用纸糊住。自此，灯光点
亮了房间，也点亮了张向仁心中
的花灯梦。

1976年，张向仁来到张店大成
农药厂就职，有一定美术功底的他
被安排到工会负责文化工作。彼时
的淄博，彩车盛行，正是在这份工
作中，张向仁首次接触到了淄博传
统的花灯、彩车和扮玩。

而后的几十年，他不断学习
和精进花灯制作技艺，他设计的
花灯，形象鲜活而富有淄博特色，
受到诸多人的喜爱和认可，他也
因此被邀请担任淄博大大小小灯
会的总策划。

那时，每逢元宵佳节，淄博夜
晚的街道总是热闹的，老老少少
在街边列队，花车、扮玩队依次登
场，还有闹花灯、芯子（中国民间
传统杂耍技艺）、舞狮……这些，
都是淄博这座城对于花灯文化的
记忆。

而每当这个时刻，张向仁也
会站在人群中，当看着自己设计
制作的花灯赢得街边群众的阵阵
掌声，他很是满足。“花灯能够被
人们喜欢，不仅是因为造型好看，
也是因为淄博人能看懂花灯背后
的故事。”他说。

也是从那时起，花灯似乎成
为淄博的一张文化名片，不仅承
载着人们对那个年代的记忆，也
承载了淄博这座城市的绚丽之
色。

采访中，齐鲁晚报记者获
悉，中国花灯展览团曾在1994
年和2001年分别去往俄罗斯、
德国出展，张向仁也是展览团
中的一员。

“当时还上了国外的报纸，那
个时候的淄博花灯在国际上都很
有名。”回忆起淄博花灯发展的鼎
盛时期，张向仁依然骄傲。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
淄博的花灯展示形式从游街灯
展转变为固定灯会。2016年，淄
博市玉黛湖风景区成为每年元

宵节灯会的固定举办场所，时
任淄博花灯协会会长的张向仁
受邀到此组建新团队，参与淄
博每年的灯展策划和进行部分
参展花灯的制作。

怀着对淄博花灯文化、扮玩文
化等传统文化的热爱，46年来，张
向仁一直守护着这项传统技艺。

工序是核心

张向仁说，一盏盏花灯，讲起
来是故事，照亮的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技艺传承。在手工技艺的
传承中，制作工序是核心。

据介绍，淄博的花灯制作可分
为六道工序，美工设计图样，钳工
做出立体造型，电焊工焊接，裱糊
工布局灯线、装饰外表，最后由美
工为花灯进行彩绘，进而花灯成
型。六道制作工序环环相扣，缺一
不可。

一双手、一支笔，绘出一幅简
图……这就是张向仁所担任的美
工设计，这是整个花灯制造的基
底。

此外，张向仁还担任车间总
指挥，每当制作步骤完工时他都
会亲自检查，“张会长每天都来车
间亲自查看，想出什么造型，立刻
就能画出来。”团队人员表示。

“他近乎痴迷！”这是同事给
张向仁评价。“画了四十多年了，
形象设计早已熟透了！”听到评价
的张向仁笑了笑。

张向仁坦言，除最初的造型
设计，花灯制作最难的部分是把
控立体造型，这就要求花灯骨架
的扎制必须达到固定性强、精准
度高的标准。

刘川是能将张向仁的设计
平面图制作为立体花车骨架的

“造型师”，在与张向仁共事的5
年中，得以增进的不只是刘川
的技艺，两人的默契也逐步培
养起来。

张向仁介绍，一个中大型花
灯的制作周期，从设计到成品在
一个月左右。“花灯的制作不是我
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团队的
合作，所有人缺一不可，所有步骤
不可马虎。”张向仁强调。

虽然2022年的元宵节刚过不
久，但翻开张同仁的设计画册，

“兔子”造型的设计简图已跃然纸
上，他们已经在为2023年的淄博
灯展做设计准备了。

传承与创新

传承非遗技艺，创新也是一
项重要的内容。“花灯的造型，不
仅要有传统的形象设计，还要与
现代相融合，跟上年轻人的步
伐。”张向仁如此说。

从民间故事出发，得到观者
共鸣，这是张向仁的创作手法之
一。他曾创作出“聊斋”“孔子与门
下72弟子”“牛郎织女”“八仙过
海”等主题的花灯，把民间记忆与
花灯创作相融合。此外，观察张向
仁近几年设计的花灯造型，多以

“十二生肖”“十二星座”“童年记
忆”等为主题，更加契合现代的审
美和兴趣点。

谈到改变，张向仁的眼神中
迸出火花：“传统的东西，也得让
孩子们感兴趣，才能传得下去。”

事实上，淄博花灯虽经历了
鼎盛流行时期，但这项技艺与诸
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也面临
着现实的尴尬：花灯手艺人的流
失，技艺制作方式的古老，至今还
无法完成量产，以及直到现在还
沿袭着传统的制作、展示和传承
模式。

“只靠手艺人的力量，想要在
如今走出一条属于它的道路，很
难。”张向仁一声叹息后接着说，
他现在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虽
然很难，但是他会毫无保留地把
技艺教给他的学生，不能让淄博
花灯断了根。

日常，张向仁也时刻叮嘱学
生，要进行创新，把现代设计理念
与传统技艺相结合。

张向仁发现，淄博传统花灯
多是以淄博传统文化、民间传说
故事等为主题，现代花灯却以

“高、大、明、亮”为特色，吸引力
强，却缺少故事情节。

认识到这点，张向仁把淄博
传统花灯和现代花灯相结合，做
出的作品既有现代花灯的震撼
感，也将传统花灯的故事内涵蕴
藏其中，“鲤鱼跃龙门”就是其代
表作之一。

今年，是淄博手艺人张向仁与花灯相伴的第46个年头。数十年间，张向仁设计花灯无数，数
千张简图无一重复。一本本的画册里，留存于笔下的，是他的人生记忆，也是淄博的城市记忆。

作为淄博花灯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73岁的张向仁不仅将淄博的传统文化
与花灯技艺相融合，也将这座城市许多人共同的家乡记忆藏进了手中这一盏盏的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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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仁讲解花灯“鲤鱼跃龙门”的设计思路。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鲁绣作为历史上记载最早
的绣种之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水泊鲁
锦“汉纺绣”手绣正是鲁绣中的细小分支。张海枫是“汉纺绣”梁山县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她以布为纸、以线当墨、以针做笔描绘多彩世界，用刺
绣展示梁山文化，将其带入更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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