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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 竹编的核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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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为了统一管理手

艺人，同时也为了给他们搭建平

台，杨隆梅成立了道明巧妹子专

业合作社。接到订单以后，合作

社社员可以优先接手任务。

合作社里有好几百位手艺

人，对于杨隆梅来说，对手艺人

的长项进行梳理和分类是必须

要做的工作，方便在接到订单后

迅速安排合适的人完成。因此，

杨隆梅常常去走访这些手艺人，

了解他们各自擅长的技艺以及

身体状况，谁擅长立体竹编，谁

擅长平面竹编，谁擅长瓷胎竹

编，杨隆梅都有记录。

杨隆梅每年还会举办两次

定向培训班，免费培训细竹编技

艺，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村民雷

秀英以前主要编安全帽，属于粗

制品，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一千多

元，经过接触，杨隆梅觉得雷秀

英很有耐心，就培养她学习瓷胎

竹编，现在雷秀英一个月的收入

增长了约两千元；贾春燕最开始

是编酒瓶套的，收入并不高，而

且由于身有残疾，备起料来也很

不方便，杨隆梅推荐她学习瓷胎

竹编，并手把手地教她，现在贾

春燕一个月有三千多元的收入；

谢学良有腿部残疾，擅长编豆腐

乳筐，虽然豆腐乳筐属于比较普

通的竹编制品，但他技艺过硬，

人也很负责，杨隆梅发展他成为

了合作社的社员……

除了发展合作社，每年接到

郫县豆瓣包装盒的订单后，杨隆

梅都会向道明镇所有竹编户收

购为郫县豆瓣制作的包装半成

品，带动大家共同发展。“一个

人力有不逮，但众人拾柴火焰

高，道明竹编的复兴需要大家共

同努力。”杨隆梅说。

竹编是杨隆梅成长的印记，

从最初为了家族责任接过重担，

到现在其已变为自己热爱的事

业，杨隆梅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今年春节前，杨隆梅跟随 2019

欢乐春节之成都旅游文化推介

会，“打卡”希腊雅典、德国柏

林，进行道明竹编现场活态展

演。“现在对外交流，我们更多

的身份是中国的文化使者，把中

国的竹编文化带到世界的其它

地方，这是这个行业带给我的成

就感，它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

深处。”

一场火灾把杨隆梅家中的

竹编厂房和设备几乎全部烧毁，

剩下的就只有竹编手艺人和他

们的手艺，整个厂要恢复生产的

话相当困难。

当时道明的竹编产业还处

于触底后艰难回爬的阶段，竹编

厂的业务也还是以为食品厂提

供包装盒为主。但是在现代工业

技术中，可以替代竹编来作包装

盒的制品太多，竹编又因为纯手

工制作无法比量，竞争力越来越

低。另一方面，由于老一辈的手

艺人逐渐老去、离开，竹编手艺

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如果不

转型，竹编就会走进死胡同”，

杨隆梅开始认真思索竹编厂的

出路。

“竹编的核心是人。”带着不

让家族企业断在自己这一代的

决心，以及传承竹编技艺的责任

感，杨隆梅踏上了走访老手艺人

拜师学艺之路。如今已经八十多

岁高龄的吕国良，是杨隆梅在拜

师过程中请教得最久的一位老

手艺人。“他编了一辈子竹编，

现在年纪大了，教我划篾条的时

候手会抖，眼睛也有点花了，但

他对竹编依然很用心。”杨隆梅

回忆。

将生竹与干竹劈开的技巧、

划丝的时候怎么握刀更稳、编制

什么东西用什么厚度的篾条……

在杨隆梅学艺期间，吕国良毫不

吝惜地把他多年来从实践中摸

索、创新、积累出来的经验和小

窍门一一教给了她。“吕老师说

不怕我学，就怕没人学。”谈起

学艺的过程，杨隆梅颇为感慨。

“ 吕 老 师 说 ，学 会 编 一 样

东西可能只需要三天，但是要

学会劈好竹子可能需要三年的

时间。吕老师教会了我如何放

下浮躁。”杨隆梅说，“这很重

要，编竹编，最需要的就是要

有耐心。”

除了拜师老手艺人学习竹

编技艺，竹编厂里固定的几十位

手艺人和合作社的几百位手艺

人，都是杨隆梅的学习对象。

“向老手艺人请教的过程是年轻

人打基础的过程，每一位师傅都

有自己的经验和技法，广泛地学

习可以更好地传承竹编技艺。”

杨隆梅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APP上线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

黄玥）记者5月16日从中国社会科学

院获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APP 上线，供用户方便快捷在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免费使用学术

资源。

据介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

中心（门户网站www.ncpssd.org）于

2016年 12月上线。上线至今，该文献

中心资源内容不断丰富，资源总量已

达1700余万条。其中，国内优秀哲学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超过 2000 种，论

文超过1000万篇。目前，用户覆盖亚

洲、欧洲、北美及“一带一路”30多个

国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

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度报告（2018

年）》也于同日发布。报告基于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

库 2018 年度的用户使用数据，以在

线阅读量与下载量作为基础设计“关

注度指数”，重点统计分析了最受用

户关注的期刊。

据悉，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学术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未来还将不断

完善，面向社会提供更多公益免费的

高质量学术信息服务，面向世界传播

中国优秀学术成果。

生煎馒头，简称“生煎”，顾名

思义，即“将生的有馅馒头下油锅

煎熟”。

生煎馒头是上海本土小吃的骄

傲和代表。说来有趣，馒头本是传统

的北方面食，但是经过上海人的改

良后，生煎馒头却成了上海人最喜

爱的传统小吃之一。

据说，生煎馒头已有上百年的

历史。上世纪 20 年代，生煎馒头进

入上海这个大码头，由于经济实惠，

生煎馒头很快便受到了民众的喜

爱，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生煎馒头原为茶楼、老虎灶（开

水店）兼营品种。馅心以鲜猪肉加皮

冻为主。20 世纪 30 年代后，上海出

现生煎馒头专卖店，馅心花色也增

加了鸡肉、虾仁、蟹、鱼等品种。以

前，我常拿着自己家里的锅去排队

买生煎馒头，因此十分熟悉其整个

制作过程：用半发酵的面包好馅，排

放在平底锅内，用油煎，喷水若干次

即熟（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师傅潇

洒地撒芝麻、葱花的动作以及用老

虎钳夹住锅沿儿旋转的技术）。生煎

馒头底部呈金黄色、硬香带脆，馒身

白色，软而松，肉馅鲜嫩稍带卤汁，

咬嚼时有芝麻或葱花的香味，以刚

出锅时热吃为佳。好的生煎馒头底

酥、皮薄、肉香，一口咬上去，肉汁裹

着肉香、油香、葱香、芝麻香喷薄而

出，味道一级。

生煎馒头蘸满了浓郁的街坊气

息，只有在街巷里的小吃店中，生煎

馒头才别有风味，且物美价廉。虽然

也算是草根阶层的食物，但相比大

饼、油条来说，生煎馒头的味道更解

馋，而且多少有点“小资”的味道。由

于是人们最常吃的点心之一，所以

很多上海的餐饮老字号都有卖生煎

馒头，令人惊讶的是，每次去那些老

字号，总是会看见吃客们排着长队

买生煎馒头。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生煎馒

头不仅是上海小吃的代名词之一，

也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上海市民

离不开生煎馒头，它早已是市民生

活的一部分，而我的童年更是在生

煎馒头的陪伴下度过的。

生煎馒头，看到它就馋，每每吃

上了，总是吃到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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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竹编的历史跨越千

年，上万种产品都是在各种基础

技法上融入了个人的创作理念

产生的，至今仍是如此。”杨隆

梅如是说。

技艺不仅要传承，还要创

新。在从吕国良那里学来锅圈

编织方法的基础之上，杨隆梅

把竹丝变细，再在圈中放上一

个猫眼，做成耳环或者项链，样

式十分新颖；又如吕国良教授

的灯笼起底的编织方法，即手

艺人口中的“基灶口”，杨隆梅

直接将起底的底子用相框装裱

起来，就成了一幅别致的画；再

比如传统的挑二压二的技法，杨

隆梅将竹编与笔记本封面结合，

便成了独一无二的私人专属款；

道明竹编以立体为主，把原来的

技艺沿用到现在的雕塑上，就有

了竹艺雕塑；竹与皮革结合，做

成女式提包，皮革弱化了竹的缺

点，竹艺又刚好成为了提包的亮

点；竹与金属的结合做出来的

竹笔也别具一格……

“将传统的技法活用，通过

年轻人的玩法，不管是文创产品

还是跨界融合，都可以挖掘出民

间技艺的另一种美。”杨隆梅说。

民间技艺的传承需要衔接，

道明竹编在上一代人的手里兴

盛，又在上一代人的手里衰落，

所以杨隆梅认为，从娃娃抓起，

从普及开始，不让竹编断层是新

生代传承人必尽的义务。

“非遗进校园”刚好给了杨

隆梅这个平台。目前，“道明竹编

非遗文化进校园”已经从道明走

出，辐射到成都及周边的许多中

小学校，课程模式也渐趋成熟。

“我们从溯源开始，第一步

是普及竹编常识，第二步是讲解

竹编专业知识，然后再具体教学

生们怎么编织。比如编篮子，从

起底到做出成品，我们都会让孩

子自己来一步步地慢慢完成，在

完成的基础上再引导鼓励他们

进行创新。孩子的思维是天马行

空的，很多时候，他们比成人更

具有想象力。”杨隆梅说。

新生 传承与创新的衔接

贰

发展 众人拾柴火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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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六届西宁市
文化艺术节精彩开幕

本报讯（旦正措）为进一步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

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

旅深度融合，彰显西宁独特魅力，5月

19 日，由西宁市委宣传部举办的

2019 年第六届西宁市文化艺术节开

幕式暨“文旅融合·幸福生活”5·19

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青海省西宁

市中心广场举行。

此次文化艺术节由西宁市及四

区三县文化馆共同组织举办，近千名

演员分为四个方阵集中表演蒙族安

代、土族花棍、回族彩扇和汉族红绸

四种不同民族风格的广场舞，向人们

展示出幸福西宁的独特风采。

活动以开场歌舞《礼赞西宁》

拉开序幕，活动以绿色生态为主色

调，同时会场周边设置以熊猫馆、

海 洋 馆 为 代 表 的“ 景 区 产 品 展 示

区”“文化旅游商品展示区”“旅行

社产品展示区”“酒店产品展示区”

“乡村旅游产品展示区”等展位，将

西宁市特色旅游线路和文化旅游

产品集中展示，进一步提升公众对

文化旅游的认可，营造西宁良好的

文化旅游商品发展氛围，并组织旅

游志愿者开展旅游咨询、文明旅游

宣传、优质旅游服务等活动，引导

游客文明旅游、低碳消费、爱护环

境、安全出游，营造全社会共建共

创文明旅游的良好氛围。

成都市金牛区
成功举办
2019年茶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5月 19日，

由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总工会、五块

石街道办事处主办的 2019 年金牛茶

文化节暨职工茶艺技能大赛在成都

大西南茶城拉开序幕。

开幕式上，成都市消费者协会向

五块石部分茶业市场进行了“成都

造”授牌仪式，为五块石茶商圈助

力，五块石辖区的 6家茶城也在现场

签订联盟协议，发起茶企业携手发

展的倡议。

据金牛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是围绕“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年”要求，以实际行动推动成都市、金

牛区优商重商亲商环境构建的具体

举措。茶文化节的开展将加快推进五

块石茶产业特色街区打造，进一步彰

显金牛区茶商贸文化，激活茶产业发

展新动能，扩大五块石茶商圈的品牌

影响力。同时，职工技能与行业发展

有机结合，对提高制茶行业水平，提

升职工成长与企业发展的契合度将

起到积极作用。

据了解，本次茶文化节的活动时

间为 5月 19日至 24日，为期 6天，期

间举行多场茶文化体验、茶产品推介

及茶企交流活动，并进行茶艺、评茶

员和手工制茶三项职工技能比赛，来

自各地的茶艺技能职工同台竞技展

现茶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