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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诗童

“中国戏曲在千年历史传承中形成了大量的

戏曲文物、文献资料、经典剧目，资源极为丰富，内

容弥足珍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京剧院表演艺术家董圆圆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呼吁，尽快在北京建设一座国家级

戏曲博物馆。

2022 年，“梅澜芳华——梅兰芳艺术人生展”

在国家博物馆开展，近 400 件（套）实物、近 600 张

图片重现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艺术人生。作为梅

派艺术第三代传人，董圆圆随全国政协京昆室前

去观展调研，走进博物馆感受梅派艺术魅力。但由

于疫情原因，当时很多外地的戏曲爱好者不能成

行，这让董圆圆感到非常遗憾，同时深感忧虑。她

说：“这些宝贵的文物，不知道何年才能再展现

在世人面前。许多戏曲文物就是在一次次搬迁运

输的过程中损毁遗失了。”

由于缺少国家权威性、系统性的收集、保存和

展示，戏剧文物资料和剧目缺少权威性、系统性的

积累留存，有的剧种及其传承人没有完整的剧目

影像，甚至出现人亡艺绝、团毁戏丢的现象。“我们

太需要一个中国戏曲自己的博物馆，对大量珍贵

的戏曲文物进行集中保存、维护，对戏曲文化进行

长期的展示传播！”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张庚、郭汉城、刘厚

生、胡可、徐晓钟、李默然等已故或在世的老一辈

戏剧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通过建言和在报刊公开

发表文章的方式，连续呼吁抢救性地建立中国戏

剧（曲）博物馆。包括已故的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

以及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杨承志、中国剧协副主席

沈铁梅、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建国等戏曲界、文艺界

的专家学者、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多次就此建

言。董圆圆说：“我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从十一年前参加杨承志书记和我师父梅葆玖先生

等众委员的联名提案至今，已经跨越了好几代中

国戏曲人。”

2013 年春节，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

联原副主席杨承志去探望戏剧理论家刘厚生老先

生。在刘厚生家里，老先生讲起一众同道几十年来

为了建立中国戏曲博物馆做出的不懈努力，让人

动容。同样是戏剧理论家的张庚在弥留之际曾对

刘老说：“看来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中国戏曲博物

馆 的 什 么 信 息 了 ，不 知 道 你 这 辈 子 能 不 能 看 得

到？”“说完，刘厚生先生问我：‘我不知道我有生之年

能否看到？’我听完既感动又震撼。当年的全国两会，

我就把他们的呼声写进了提案。”杨承志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刘厚生先生为此特地写下亲笔信，

表达了建立中国戏曲博物馆的强烈愿望。胡可、徐晓

钟、郭汉城等老一辈戏剧家也在刘老的亲笔信上写

下 了 对 建 馆 的 呼 吁 。“ 这 些 我 都 作 为 附 件 ，附 在 了

2013 年那份提案的最后，这是中国戏曲人几十年来

共同的心愿和期盼。”

2013 年全国两会，杨承志提出《关于建立中国

戏剧（曲）博物馆的提案》，之后 5 年连续提案，40 多

位委员响应并参与了联名提案。据她介绍，为了推动

中国戏曲博物馆的建立，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京昆

室主任卢展工曾带领京昆室委员开展专题调研，并

针对该提案召开了专项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全国

政协京昆室先后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相关部门多次协商沟通、座谈

交流，得到了各方的积极支持。2016 年，提案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北京市政府将建设中国戏曲博物馆列

为《“ 十 三 五 ”时 期 加 强 全 国 文 化 中 心 建 设 规 划

（2016-2020）》重点项目。杨承志不再担任全国政协

委员后，提案重任交给了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京剧院三团原团长张建国。

2020 年，张建国提交了《关于将已列入〈北京市

“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的中国

戏曲博物馆工程项目继续列入北京“十四五”规划的

提案》。同年 9 月，文化和旅游部以书面形式对提案进

行了答复。答复函中写道：“作为定位为国家级戏曲

类保护利用设施项目的中国戏曲博物馆，将根据国

家相关部委对博物馆建设的具体安排和建设内容，

适时纳入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规划》。在此项目实施过程中，文化和旅游部

将予以大力支持，并积极配合北京市做好相关工作。”

今年，全国政协委员董圆圆接棒，提交了《关于

大力支持在北京加快立项建设中国戏曲博物馆的提

案》。她认为，目前，立项建设中国戏曲博物馆，面临

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条件。《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 年-2035 年）》重新界定了

北京城市发展的重点定位与四大首都功能：政治中

心、文化中心、科创中心及国际交往中心，对中轴线

申遗工作明确提出：“做好文物和历史建筑腾退工

作，推动中轴线申遗。利用腾退空间，增加博物

馆、纪念馆、文化馆、艺术馆、图书馆等文化设

施，培育国事活动场所，打造国际交往空间。”北

京市文化主管部门、文物部门和一些城区对建设中

国戏曲博物馆态度积极，一些社会力量表示愿意参

与中国戏曲博物馆建设并给予资金支持。董圆圆建

议，由北京市政府与文化和旅游部合力推动中国戏

曲博物馆立项和建设。

在最初的提案中，杨承志曾设想，中国戏剧博物

馆应具有戏剧文物资料收藏、戏剧创作研究、戏剧展

示交流、戏剧教育普及等综合功能。它可以建有系列

常设展馆，收藏展示历代戏剧名家名作及重要戏剧

文物资料，如，现存的古戏台、戏剧古籍、古戏装道

具、戏曲年画壁画、戏曲乐器乐谱、脸谱等，各时代艺

术家的回忆录、诗文集等，成为戏剧文化积累和历史

见证；它可以建几个大小剧场，常年演出中国戏剧经

典和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举办戏剧

讲座和研讨座谈，致力于中国戏剧的普及与提高；它

可以建有戏剧多媒体数字化资料库，将各剧种、剧目

数字化影像资料汇集整理，全方位展示戏剧创作研

究成果与史料，为戏剧传承创新、交流传播、创作研

究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与艺术借鉴。

现今建设中国戏曲博物馆则可以“线下”立项建

设中国戏曲智慧博物馆，“线上”打造中国戏曲数字

博 物 馆 ，充 分 运 用 5G、VR、大 数 据、元 宇 宙 等 新 技

术，让那些古老的戏曲角色和文物“活”起来，“真实”

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带给参观者更多趣味性的体验。

董圆圆表示，她期待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创新融

合 ，“ 正 如 2021 年 ，‘ 数 字 梅 兰 芳 ’创 新 运 用 数 字 技

术，让京剧大师梅兰芳精彩‘复现’，就是一次优秀传

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张建国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希

望这座新型博物馆不仅能够对中国戏曲进行集中整

理保护、展出，它还能成为中国戏曲荟萃交流和创新

的基地、优秀传统文化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向世界展

示中国活态传承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区。”

日前，位于北京南中轴及其延长线的博物馆群

正在建设中，3 位委员都希望，借由中轴线申遗的机

会，加快在北京建设中国戏曲博物馆。抢救保护传承

中国戏曲是一项扶危救急、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

对于中国戏曲传承后代和扩大世界影响力都意义非

凡，建立中国戏曲博物馆势在必行。

三届政协委员多次提案 呼吁建立国家级戏曲博物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众多社

会力量通过产业、艺术、技术等方式，借由平台的

公益力量和产业链力量，扎根乡村，用实践和行动

影响和改变着乡村，为助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和

产业振兴贡献了力量。近日，河南省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大会在焦作市修武县召开。作为此次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社会责任与乡村振兴媒

体沙龙于同期举办。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乡村网

红办公室副主任张雪介绍了由该中心联合各省

（区、市）推动的“乡村网红”培育计划项目。该项目

以“ 我 的 家 乡 我 代 言 ”为 主 题 ，依 托 各 级 文 化 馆

（站），采用微综艺新媒体节目形式，广泛发掘、培

育一批优秀“乡村网红”，推介乡村文化和旅游资

源，引领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该项目于

2021 年明确纳入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目前已实施了 3 年，跨越

19 个省（区、市）、37 个市县，挖掘、孵化和培育了

一批乡村振兴带头人，与多个平台策划实施了《村

里有个宝》《乡约》《乡村振兴红力量》《东南西北过大

年》《家乡的节日记忆》等内容，展现乡村人物故事，

推介乡村新风貌，全面展示乡村振兴成果，打造可持

续的“乡村网红”IP。作为 2023 年“大地欢歌”全国乡

村文化活动年的重要内容，“乡村网红”培育计划已启

动新一年的工作。“一方面，持续发掘本地文化资源、

培育‘乡村网红’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以国家文化公

共云等平台为支撑，以直播、短视频等融媒体传播方

式打造正能量网红，引领新时尚文化。”张雪说。

腾讯新文创研究院秘书长张玉玲将腾讯利用数

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总结为“为新农人提供

新农具”。目前，腾讯打造的“腾讯为村”有超过 1 万

个村镇加入，村镇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互联网名片。

通过腾讯生态的微信视频号，让直播成为“新农

事”，是腾讯助力乡村振兴的另一突破点。以 90 后博

主“洪湖赵美丽”为例，一条时长仅 5 秒的短视频在

半 个 月 里 收 获 了 3000 多 个 点 赞 ，该 账 号 涨 粉 至 26
万，极大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技术不是冷冰

冰的，我们关注乡村，更多的是要调动起大家对乡村

的情感。”张玉玲说。

携程集团战略合作部副总经理、携程研究院文

旅研究中心主任吴珊每年都会到几百个乡村调研。

在她看来，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

匙”，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重要业态之一，是助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在完善乡村

度假旅游生态、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

带动效应。

“近年来，旅游业呈现出本地化趋势，城市周边

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受到市场青睐，携程

平台上的乡村民宿从 2017 年的 7 万间，增长至 2022
年的 30 万间。然而，乡村旅游市场尚存在诸多痛点，

比如住宿品质有待提升、旅游专业人才匮乏、整体带

动效应不明显、社会资本引入难等。我们想去做乡村

振兴的事，但需要重点考虑能否给企业、给当地村

民、给乡村带来价值。”吴珊说。

吴珊介绍：“2021年 7月，携程度假农庄首店在大

别山深处的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落地，至今已在全国

落地开业 23家差异化的携程度假农庄，80%员工都是

当地人，在增加就业岗位与收入、带动周边民宿提质

增收、培养乡村旅游专业人才等方面作用明显。”

在助力乡村振兴上，阿里巴巴集团则是聚焦数

字技术、产业和人才领域。飞猪旅行政府事务部副总

经理何栋超介绍，湖南永顺的“乡村特派员”制度，在

互联网和乡村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以互联网思维、

数字化手段，拓展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何栋超介绍，在数字文旅赋能方面，阿里巴巴用

数字化开辟了景区引流和“云游永顺”新场景，通过

打造线上文旅数字化交互系统等，实现虚拟沉浸式

“云游永顺”，“寻找远方的美好”公益设计团队为当

地农文旅产品、文创产品推出充满湘西元素的设计。

从去年开始，阿里巴巴做了 7 场县域农文旅融合的

电商、视频直播培训，累计培训乡村主播、民宿运营

能手等上千人。

新浪集团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持续发挥

着记录器、连接器和放大器的作用。

“我们基于双平台资源，发起‘百县千红新农人’

与原产地探访计划、‘点亮美丽乡村’计划等，帮助县

域公共品牌以及‘新农人’在微博平台上得到更好成

长，助力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新浪微博区域发展

事业部大区总监王蕊介绍，“在乡村振兴方面，我们

通过品牌打造、产销对接、智库建设等举措打造一系

列 IP 活动，再通过微博精准的资源赋能，实现破圈

传播、线下引流，构建了‘互联网+县域经济+产销对

接’的数字新路径。”

红色的火龙果面条卧在其中，配上青菜红绿相

映，这条不足 15 秒的微博视频，给广西贵港田东县

的“新农人”甘小燕带来了一笔 20 吨火龙果面条的

订单。甘小燕通过参加“百县千红新农人”培训，将自

己学到的新媒体知识运用到推广中，火龙果面条爆

火后，她又陆续开发了百香果面、山竹面等各种水果

面条，真正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王蕊介绍说，“百县

千红新农人”已经扶持了 19 个省（区、市）55 个县的

900 多位“新农人”。

文旅平台助力社会力量 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悦

美国作家刘易斯·布兹比在《书店的灯光》中

写道，书店“不是一天劳作后回家顺道买上半打啤

酒、一盒香烟或冰激凌的便利店。收款机的铃声并

非是在提醒你快走，书店不限制你的逗留——它

本来就是供人留恋的地方，时间长短由人自便”。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5 号的更读书社便

是这样一家书店。

实际上，这家书社看起来像图书阅览室，也像

文创展销店。它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前卫文创产

品相结合，陈设兔儿爷、扭蛋、盲盒、手创等新奇饰

品。此外，除常见的借阅区、公共阅读区外，店内还单

独划分了迎宾区、文创区、动漫区、直播区等区域。

一针一线，从“静”中接纳自己

3 月 8 日，书社举办了一场书香古韵主题文化

活动，活动分为欣赏汉服秀、“从传统女红到现代

手作”讲演、制作刺绣手帕、国风汉服沉浸体验打

卡 4 个环节。在古风古韵中，到场的女士们聆听了

《从传统女红到现代手作》的文化知识讲座，并亲

手参与体验了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用当下年轻人

喜爱的传统文化体验方式，庆祝第 113 个国际妇

女节的到来。

活动一开场，环佩叮当中，5 位衣着精美、似

李白诗中“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的女孩在古

琴伴奏中走来。有人扮作史湘云、有人扮作杨贵妃，

或手捧诗书诵读，或穿针引线体验女红刺绣，历史

人物在她们的塑造下显得生动立体、丰盈鲜活。

元愫是一家拼布工作室的主理人。

2007 年，元愫刚接触拼布技艺时还是一名记

者。彼时，见她痴迷于拼布手工艺，常常“不务正

业”，妹妹还曾不理解地打趣她：“拼布不就是将整块

布减掉再拼起来，有什么意义？”

但对于元愫来说，这项技艺是与众不同的。一针

一线，让她从“静”中接纳自己。

“拼布技艺还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它更像是一种民俗文化。”

讲 起 拼 布 ，元 愫 侃 侃 而 谈 。事 实 上 ，拼 布（Patch⁃
work），最早起源于 13 世纪的欧洲，是国际上非常流

行的古典唯美主义手工艺。中国传统社会的“百衲

被”与拼布具有相同意义。

原来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看的拼布

“我最开始接触的是日本拼布，当时这套体系刚

刚进入国内，接触的人并不多。”为了日后创造出独

具特色的手工艺品，元愫先后报名参加了由日本手

艺普及协会主办的手缝拼布课程，和清华大学前名

誉教授金媛善的天工传习馆拼布研习班。

求学期间，元愫在金媛善教授的指导下，走访国

内多家民俗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内设的民族博物

馆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涌现在服装、被面、门

帘中，透着天然色泽和肌理美的拼布工艺让元愫赞叹

不已。“原来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看的拼布！”元愫感慨。

炎黄艺术馆的调研则开启了元愫对民间拼布艺

术的“新航线”。在摆满民俗藏品的展列柜前，一抹蓝

色钻进了她的眼中。这是一件绣着端午“五毒”的儿

童百衲衣，薄衣上刺着蜈蚣、毒蛇、蝎子、壁虎等纹

样。不过，让元愫难以挪开目光的，则是“五毒”旁一

朵不起眼儿的蓝色折布花，花朵小巧而精致，隔着玻

璃和遥远的距离，元愫伫立良久。

从各地调研结束回到北京后，元愫下定决心要

复刻这朵“蓝莲花”。可是“尝试好多次，就是不对”。

系统学来的日本拼布技术突然不管用了，元愫有些

郁闷，但也没有就此放弃。3 年间，上百次的实验，元

愫制作出的“蓝莲花”始终与博物馆百衲衣上的那朵

差异很大。

有一次，元愫有些动摇了，犹豫不决打算放弃

时，工作室的一位学员给她带来了惊喜。

原来学员从山西农村带来了奶奶曾用尼龙绸做

的拼布门帘，上面正好绣着一朵折布花。“山西人管

这叫‘大料花’，就是八角大料的大料。”元愫走上前，

仔细摸了摸，再三比对后认为，这和工艺馆中那朵如

出一辙。也正是这朵“大料花”，使元愫参悟到花朵的

制作工艺和材质。

后受敦煌砖画的影响，作品被元愫制作成了“八

角莲花”。折布“八角莲花”在中心，外层是相近颜色

的莲花瓣。

只有被看见，才能被传承

书香古韵活动进行到尾声时，元愫工作室的工

作人员带领大家在穿针引线中体验刺绣和拼布的乐

趣。场内 90 后李万芳（化名）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表示，“小时候，我奶奶家门帘上就常有这种拼布样

式，但当时年纪小不太在意，今天有机会亲自体验拼

布工艺，感觉很有意思。”

拼布工艺不仅是精湛手工艺、和谐形式的体现，

更是一种韧性训练和心灵瑜伽。相较于认真体验拼

布技艺的李万芳，活动现场，也有人在描绘图式、缝

针等步骤上失去耐心。元愫工作室程女士对记者说：

“现在一些年轻人比较容易心浮气躁，我们的拼布活

动设置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就怕大家做不下去。”

近年来，在商业文化、消费主义、快节奏生活的

推动下，学习拼布、女红等传统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相关知识和技艺也面临失传。研究中国民俗艺术

的张鲁一教授曾说：当我们回顾中国的女红文化，一

方面看到它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感到难以为继。

不过随着国家和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

和宣传，2015 年至 2017 年，中美两地六馆联合策划

了“中国西南拼布展”并在美国多地巡展，展览得到

当地群众的热烈响应。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

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

源。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遇到的最大难点是关注的人

并不多。而立足当下，只有被看见，才能被传承。

这项传统手艺还不是“非遗”

□ 辛酉生

宋人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
记郭忠恕轶事，“岐有富人主官
酒酤，其子喜画，日给醇酎。设
几案绢素，及好纸数轴，屡以情
言。忠恕俄取纸一轴，凡数十
番，首图一角小童，持线车，纸
穷处作风鸢，中引一线，长数
丈。富家子不以为奇，遂谢绝
焉。”郭忠恕，五代末至宋初名
画家，曾游历陕西、河南。其时
有富家子日以美酒款待，请郭忠
恕作画。郭忠恕画童子放风筝，
绝妙之处在一条数丈长风筝线一
笔绘出，既不断又能表现风筝飞
起时线绳绷紧的力度感，非有高
超的手头功夫不可，而富家子却
没能领会其中奥妙。

郭忠恕本想显显手段却遇到
个不懂行的，很败兴，富公子再
求画就不搭理了。这本是一个行
家遇见外行的故事，后来变为富
人求画而吝啬，因画作按尺幅算
钱，画家故意说画大尺幅，结果
富人只买到一根风筝线，成了典
型的智者戏愚类民间故事。当然
这样写也够有趣、痛快，省去解
释线条、画理的麻烦。

自《图画见闻志》记载此事
后，历代画家都爱用这一题材和
一条长长的风筝线与郭忠恕较量
短长。惜乎郭忠恕这幅作品似未
传世，不过从他留下的《雪霁江
行图》中绘制的几十根纤细的桅
索，也能看出他运用线条的高超
能力，足可和后来之画家抗衡。

即便没有郭忠恕，童子放风
筝也是画家喜欢的题材。传统人
物画常绘“百子图”，画 100 个
小孩玩儿各种游戏，踢球、打
闹、捉迷藏⋯⋯其中必有放风筝。现代画家如齐白
石，则喜画牧童在牛背上放风筝。

中国绘画历来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说
法，放风筝这一题材被赋予“高升”寓意，本来是
乡间童趣，这么一附会未免俗气了些。不过放到年
画中却不会，童子放起风筝，题上“春风得意”4
字，真是吉祥。天津杨柳青年画有一幅著名作品

《十美图放风筝》，画面上清末民初的摩登美女，穿
着时兴样式的服饰，妆容秀丽，这幅画中放风筝没
了高升的意思，只有美美美。

描写放风筝的图绘是美的，风筝本身也是美
的，特别是名家手绘更是艺术品。画风筝的名家，
北京有“风筝哈”、名画家马晋，天津有在巴拿马
拿过万国博览会奖章的魏元泰。山东潍坊更称风筝
之都，贡献了众多风筝样式。曾任潍县县令的郑板
桥有一首《怀潍县》：“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
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中国风筝不啻几百种，蝴蝶是常见样式，那么
哪些样式是中国风筝的典型样式？1980 年中国邮
政发行第一组 《风筝》 特种邮票，全套4枚，图案
分别为“雏燕”“瘦燕”“半瘦燕”和“比翼燕”，
均出自传为曹雪芹所著的 《南鹞北鸢考工志》。首
套风筝邮票4张都是沙燕，说沙燕风筝是中国风筝
典型大体没有争议。1987 年，中国邮政又发行第
二组 《风筝》 特种邮票，还是 4 枚，图案为“鹰”

“龙头蜈蚣”“八卦”和“凤凰”，是中国风筝另外
几种典型样式。

《南鹞北鸢考工志》虽无法确认为曹雪芹著作，
但可以确认曹雪芹于风筝是老在行。《红楼梦》第七
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用半
回篇幅写放风筝，各种名词术语若对风筝没有深入
了解写不出来。这回出现的风筝有蝴蝶、凤凰、大鱼、
螃蟹、蝙蝠、大雁、美人等。最有趣者是外面飞来搅局
的“门扇大的玲珑喜字儿带响鞭”。

风筝本称纸鸢，据说唐代开始在纸鸢背上加一
竹弓，遇风做“筝”声，故称风筝。后世风筝也在
发声上做文章，如在风筝骨上装一个纸蒙的小鼓，
再在鼓面上用皮筋绷上鼓槌，遇风槌击鼓面，“嘣
嘣”作响。玲珑喜字儿带响鞭风筝就是一种装上竹
弓能发出声响的风筝。更奇异的是这风筝竟有门扇
大小。喜字风筝和邮票中出版的“八卦”都属于

“拍子”类，这种风筝多是规则的方形或多边形，
因此能够做得很大。拍子风筝在音声上也更有发挥
空间。南通的“板鹞风筝”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用竹
子、木片葫芦、果壳、蚕茧制作的“哨口”，多的
能有几千个。这种风筝放起来，声音的丰富悦耳可
以想见。

再说这喜字风筝是如何搅局的，探春正放一个
凤凰风筝，外面又飞来一个凤凰风筝和探春的风筝
绞在一起，这时喜字风筝也飞过来凑热闹，最后 3
只风筝绞在一起。古人放风筝看到别人也在放，有
时会故意用自己的风筝线绞对方的线。这边眼看有
风筝绞过来，只消瞅准时机调整风筝角度避让，绞
人的一方由于蓄力过猛会使自己的风筝栽到地下。
当然如果有自信能把绞过来的风筝线扯断，也可泰
然应战。这比拼的都是放风筝的技术。南宋周密

《武林旧事》 有关于绞风筝的记载，写到“此虽小
技，亦有专门”。清代宫里人更有一手绝技，长线
捆上秤砣，秤砣下系一镰刀，谓之“镖砣”。见有
风筝飞过宫墙便甩出镖砣，割断风筝线，让风筝掉
入宫中。外面人只能望宫墙而兴叹。但无论如何，
失去风筝都不可气愤。旧俗春日放风筝可至清明节
气前，必需割断风筝线使其飞去，谓之“放晦
气”。黛玉的风筝断了线，李纨说“放风筝图的是
这一乐，所以又说放晦气，你更该多放些，把你这
病根儿都带了去就好了”，就是这层意思。

风筝也可传情。清初李渔作 《风筝误》 传奇，
演书生韩琦仲与詹府二小姐淑娟以风筝传诗定终
身，故事虽是才子佳人加误会的老套子，却写得风
趣幽默、引人入胜，为古典喜剧名作。此外，放风
筝为春日游戏还有几般好处：先有好风，才得有好
音声，见好图绘，需有好技艺 （扎制风筝讲究大至
丈许小不及掌，皆可飞行平顺）、好手法 （放风筝
先要放得起，还要飞得高），才得好心绪 （放风筝
可以舒缓心情）、好身体 （古人以为，放风筝抬头
张口可吐一冬浊气，今人说放风筝可缓解视觉疲
劳，于颈、肩、腕均有好处）。

因此不仅是人，就是孙悟空也喜欢放风筝。唐
僧师徒过狮驼国，猴子被青狮精吞下肚，用毫毛在
妖怪心肝上栓个活扣，从鼻子钻出来，拿那怪物当
风筝放。众小妖齐声道“这猴儿不按时景，清明还
未到，他却那里放风筝也！”

风筝的前世今生

你可知晓

岁时游赏

中国国家博物馆——梅兰芳艺术人生展展品：守旧、一桌二椅、桌椅帔（北京京剧院藏）。 视觉中国供图

◀拼布作品《蓝莲花》 受访者供图

▲活动现场，一位女士在穿针引线中体验刺绣和拼布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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