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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选毛、纺纱、织毯……从原料到成品，手工
制作一张羊毛地毯要历经 10余道工序。作为菏泽市
非遗项目羊毛手工编织技艺传承人，今年 50岁的杨效
强始终坚持传承老手艺。

7月 10日，记者走进鄄城县旧城镇六合社区永铭
地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杨效强目光灼灼，左手右手
快速翻飞，只见他左手手指拽着羊毛线，右手拿着割线
刀，双手食指、中指、拇指默契配合，飞快地穿绳系扣，
每次系一个扣割线刀就会落下，将羊毛线割断。

只见数十种不同颜色的羊毛线，在车间工人熟练
地编织下，变得生动而富有层次感。等到一行羊毛线
拴完，再将多余出来的羊毛线剪掉，然后紧接着用耙子
沿着经线棉绳将拴好的羊毛线砸实，经线和纬线交织，
一块精美的地毯在工人灵活的手指下慢慢成形。

“我 17岁开始接触羊毛手工编织的工艺，得益于
国家黄河滩区迁建惠民政策，滩区居民从黄河滩区破
旧房台，搬迁到迁建村台，规划建设了致富创业车间，
我将车间承包下来，决定就在这里进行创业。”杨效强
告诉记者，“羊毛手工编织”工艺是菏泽市第六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这批正在加工的地毯卡垫，根据地毯的设计图
案，工人需要半个月时间的加工才能完成。”杨效强介
绍，随着社会的发展，机械工业的进步让手工地毯制作
这项老手艺慢慢走入低谷，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

“手工地毯制作技艺都是手手相传的。”杨效强说，
入行三十多年来，杨效强从学徒成长为非遗传承人，一
颗守护传统文化技艺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在他看
来，编织羊毛地毯不仅是一生的事业，更传递着几代人
的感情，传承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我得把这门手艺传
下去！”杨效强说，车间每天上工人数 30余人，她们都
是社区居民。杨效强免费把编织羊毛地毯的技艺传授
给当地居民，农忙时候下地，农闲在车间工作，车间里
的工人既不耽误接孩子做饭，每人每月还能收入 3000
元左右。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研发，如今，杨效强带领团队
改进了现有的羊毛手工编织所使用的传统机台和羊毛
手工编织的传统生产工具，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进行
传统羊毛手工编织产品图案的整套设计环节。目前，
已开发出藏毯、挂毯、萨瓦瑞纳、唐卡、卡垫等几个品
种，并销往西藏、俄罗斯等国内外市场。

“手工羊毛毯制作虽然又苦又累，但先辈传下来
的技艺不能丢掉，我们将以匠人精神，继续传承创新羊
毛毯制作技艺。”谈到发展，杨效强如是说。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郓城县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纸
币共 47张，这些纸币发行年代从“中
华民国”3年起至“中华民国”34年，面
值从 1角到 1000元不等，涉及 7家银
行，包括中国银行（4 张）、中央银行
（23张）、农民银行（3张）、联合储备银
行（7张）、交通银行（5张）、山东民生
银行（3张）、鲁西行署（2张）。这批纸
币发行时期不同，流通地域各异，都
承载反映着重大历史事件和当时社
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对了解在
时代动荡和社会巨变中金融政策推
动下的货币现代化运动，研究探讨当
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历史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对认识完善我国当前货币
制度和金融政策可以提供帮助和借
鉴。

民国时期（1912-1949年）是中国
社会急剧转型的变革时期，因受到国际
经济萧条、世界大战和国内政局多变、
军阀混战等形势的影响，全国银行业错
综复杂，持续波动，经济领域通胀严重，
城乡贫富差距巨大。出于战争的需要，
国民政府大量滥发纸币，呈现出国家纸
币和地方纸币大量共存的态势，而且民
国纸币品种复杂，版别繁多，纸币发行
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无政府状态。据
了解，仅民国时期由官方所发行的纸币
就达 3000种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国纸币现已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印
证史料，承载和诉说着这一特定历史时
期的政治架构、经济面貌和社会变迁，
成为研究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载体。

郓城县档案馆馆藏这批品相较好
的民国纸币因问世时间较长，且其品种
和版别繁多，对了解在中国时代动荡和
社会巨变中金融政策推动下的货币现
代化运动，研究探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
况及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认识完
善我国当前货币制度和金融政策可以
提供帮助和借鉴。现已成为特定历史
时期的印证史料，将随时间推移尤为珍
贵。 菏泽市档案馆 郓城县档案馆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6 周
年，展示菏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在红色
文化主题月期间，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
向大家推介一批红色景区点、革命文物
旧址等，并推出 5 条红色主题旅游线
路，重温红色记忆、缅怀先烈遗志。

五条线路包括：冀鲁豫边区初心寻
访游、“湖西红色记忆”深度游、“军民同
心”抗日主题游、“走在前”砥砺奋进追
梦游、“追寻英雄足迹”感怀游。景点涵

盖鲁西南战役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冀鲁
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单县中共湖西地委
旧址、东明小井镇小井村记忆馆等主要
红色景点。

据悉，菏泽是一片红色热土，党组
织成立较早，在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进行了长期的英
勇抗争，形成了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
挖掘红色内涵，打造精品线路，让游客
全面了解菏泽辉煌的革命历史和巨大
贡献。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杰）

“要做好一件堆绣作品，首先要画出底
稿，根据底稿剪出纸板，再根据纸板裁出布
片，上衬、粘胶、拼图……”近日，笔者走进菏
泽鲁西新区陈集镇曹州堆绣工作室，见到了
曹州堆绣第七代传承人刘宪堂，他正在指导
学员制作牡丹堆绣作品。

在工作室的墙壁上，到处都是色彩艳
丽、活灵活现的“艺术”作品，让人很难想象
到，这么漂亮的堆绣竟然出自这位 66岁的大
男人之手。

据了解，曹州堆绣 2011年被山东省文化
厅授予“山东省农村特色文化品牌”，2012年
被菏泽市文广新局认定为“菏泽市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2013年 5月入选山东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曹州堆绣先后荣获国
内各级大奖 40余项，刘宪堂本人也被 4所高
等院校聘为客座教授。

在堆绣工作室里，刘宪堂讲起了曹州堆
绣的点点滴滴。他告诉笔者，曹州堆绣艺术
源于辽金，奠基于元，盛行于明清，是刺绣技艺
与唐代“堆绫”“贴绢”技艺的结合与发展。堆
绣在菏泽流传已经有 400多年的历史。曹州
堆绣多以绢、绫、丝、棉麻及各种布料为原料，
剪制成形，利用粘贴等方法堆绣而成。

“曹州堆绣经过多年的传承，工艺发展到
现在仍然保持了传统堆绫贴补的规范，保留
着绘画、浮雕、抽丝、贴线等多种技法，其作品
以其独特的技艺、精细的做工和颇具民族特
色的图案而著称。”刘宪堂告诉笔者，“我的堆
绣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到我这辈已是第七
代。堆绣技艺曾一度失传，那时候，留下来的
作品只有小孩童靴、老虎枕、莲花门帘、牡丹布
兜等一些小作品。”

刘宪堂的老本行是服装加工。年轻的时

候，他就喜欢用加工衣服的下脚料粘贴一些图
案。他告诉笔者，堆绣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的
手艺。工序也非常烦琐，复印、剪、裁、粘、拼花
……一步都不能少。另外，按照图案颜色选
料剪裁，其后还要按整体构图进行一点一点
地拼堆，即便一幅简单的堆绣作品也要付出
几天、十几天的劳动。

曹州堆绣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作品以花
鸟、人物、动物等为主流，画面色彩绚丽，生活气
息浓郁，形象逼真，有着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刘宪堂介绍，就全国而言，有着类似堆
绣的不仅仅是菏泽一处，但是他们有的只是在
关键部位用布制作，其余部分则是画上去的，而
曹州堆绣区别于它们最大的不同则是，整幅作
品全部都是用布做成，立体感非常强。由于曹
州堆绣对布料的晕染要求十分严格，很难找到
合适的布料供应商。对此，刘宪堂就从实验印
染单色再到渐变色，不断挑战自己，经过多年探
索，终于克服了原材料难题。

在谈到对曹州堆绣的保护和传承时，刘
宪堂欣慰地说：“我把曹州堆绣这门古老的技
艺‘搬’进了校园，让非遗在年轻一代心中生
根发芽，让‘手造’传统老手艺再次焕发生
机。” 文/图 通讯员 苑肇波

▶▶ 同 学同 学
们走进堆绣工们走进堆绣工
作室作室，，学习堆学习堆
绣手工制作绣手工制作

本报讯（记者 彭传军）近日，我市作
家田丰的散文集《风花雪月的故事》出
版。书中分故乡的味道、滩区的情怀、古
邑的回忆、怀念的日子、山水的恬静等五
部分近 20万字，由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出版。

据了解，全书记叙了作者近年来书
写的抒情、怀古、游记等方面的散文，文
章文笔流畅、思想感情丰富、文辞结构
严谨、有诗意的美感。 田丰先后出版
散文诗集《贝壳的思念》、报告文学集
《慧眼妙笔写春秋》《乡村振兴路上的追

梦人》、长篇报告文学《筑梦黄河滩》等
著作，编著《东明庄子传说》《东明明清
古邑十二景》《东明作家谱》《东明战

“疫”纪事》等，是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
摄影家协会会员。

7月10日，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处王庄村农民书画剪纸专业合作社内，农民
画家侯乃聚正在创作蛋壳画。据悉，该合作社社员白天拿起锄头种地，晚上放下
锄头画画，一幅幅文艺作品贴近生活又反映生活，乡村题材在他们的笔下经过配
色、造型，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了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张名片。 记者 李若生 摄

我市推出 5条红色文化主题月旅游线路

田丰散文集《风花雪月的故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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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曹州堆绣：布片“堆”出的浮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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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地毯

杨效强正在指导工人编织地毯

过纬砸实

张瑞华 作

竹报平安

编织完成的手工羊毛地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