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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耿晨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文脉，它蕴藏着一个
地方、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生命基因，是传
统文化的迷人之处、闪光之点。截至目前，济
南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项，省级
54项，市级282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人，
省级19人，市级111人。按照“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
济南市正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力求让非遗

“活起来、火起来、传下去”。自本期起，本报开设
“弘扬传统文化，走近济南非遗”栏目，通过多角
度探访当地多姿多彩的非遗项目，着力彰显济
南传统文化的生动之处、魅力所在。与此同时，
栏目也将通过实地探访，与传承人、专家学者、
相关部门负责人沟通交流的方式，探讨当下济
南非遗项目如何在传承、发展上进一步突破，
共同为“非遗项目如何更好融入现代生活、体
现当代文化审美、体现当代人的精神需求”等
一系列课题寻找答案，进一步激发更多人“振
兴非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让
非遗与城市实现共同成长、繁荣。

章丘铁锅，火了

这个春节，章丘铁锅红遍大江南北。伴随
着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在央视的首
播，这口秉持传统工艺，“历经12道工序，18
遍火候，经受三万六千次锻打”的铁锅，立刻成
为了“网购爆款”，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天猫平
台上章丘铁锅的销量同比增长了近6000倍。

“自2016年建厂以来，除了位于济南宽厚
里的体验店之外，同盛永铁锅没有实体店，我
们的产品全部通过电商销售。节目播放前，铁
锅的销量每年不足1000口，就在节目播放的当
晚，销量就达到3000口，订单更是数以万计。
这已经远超工匠们的生产能力。”2月24日，
记者前往距离章丘市区二十多公里的龙山街
道，在同盛永手工铁锅的制造工厂里，与工人
们聊起了眼下的火爆，他们纷纷坦言实在有些
“招架不住”：“还有人为买锅甚至翻墙进了
厂呢，因为这，我们只能紧闭大门，谢绝对外
开放。”

这口铁锅到底强在哪儿？厂子里的50多岁
的老匠人冯长全停下手里的活儿，给记者现场
讲解。“与利用涂层技术的机器制锅不同，手
工捶打增加了铁的密度和硬度，实现了物理不
粘。手工打制的铁锅弧度也更加精细，适于翻

炒。”而与机器压制的铁锅相比，手工锻打的
铁锅从外观上便可看出差别。记者发现，几万
次锤印留下的龙鳞状纹理，泛着蓝光闪闪发
亮，看似凹凸不平用手触摸却光滑无比；把手
与锅身由一块完整铁片打造而连为一体，结实
耐用。

火爆背后有“负担”

章丘自古便是铁匠之乡，据《山东通志·
卷四十一》记载 :“唐时铁器章丘最盛”。
2014年，“章丘铁匠习俗”被列入山东省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同盛永手工铁锅
锻打技术被章丘市（现为章丘区）政府列为第
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实，对我们来说，无论章丘铁锅火爆
到了啥程度，日子与往常也并没有不同。”伴
随着不绝于耳的响亮打铁声，冯长全告诉记
者，工厂拢共40多名专职打锅的铁匠，刚过完
春节，就有20多人陆续回厂上工。而这40多人的
年龄大都在40岁到60岁之间，鲜有年轻人参与。

“不因为别的，就是太辛苦。”有着8年
打锅经验的冯长全坦言，为了能看清铁锅上锤
印的细微变化，生产铁锅的车间必须封闭门窗
保持黑暗，只为每个工匠亮一盏小灯泡。而车
间里的敲打声震耳欲聋，日久天长对听力多少
也有影响。根据铁锅的大小及样式的不同，铁
匠们锻打的次数在2 . 6万至3 . 6万之间，若有少
数不合规制的铁锅，则需要富有经验的老师傅
重新敲打。目前，工人们每天最快可以打出2
到3口锅。这样的产量就需要铁匠们在黑暗、
嘈杂的环境中长时间坐在原地不停重复捶打的
动作，辛苦程度可见一斑。

“所以，当前暴涨的订单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不得不暂时下架了电商
平台的铁锅产品。”连日来，章丘铁锅“臻三
环”“同盛永”传承人之一刘紫木接受了数不
清的媒体采访，2月25日再讲起这个非遗项目
的“走红”，他坦诚地讲到了火爆背后的“负
担”：“如今，也有许多投机分子借章丘铁锅
的名气，用假冒伪劣产品来扰乱市场，对章丘
铁锅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抓
好产品质量，做好内部工作，打造优秀品牌。
下一步，我们还将面向社会吸纳吃苦耐劳的年
轻人，对他们实行带薪培训，更保证其工作收
入，让章丘铁锅走得更远。”

为此，章丘区相关部门和生产企业将积极
筹备成立行业协会，扩大生产规模，统一生产

标准、产品价格、销售渠道，提升相关产业的
发展水平，健全线上线下监督体系，规范好
“章丘铁锅”市场，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章丘
铁锅”，避免恶性竞争，助力章丘经济健康有
序发展。

得把“炉火”持续烧旺

“章丘铁锅名声大振，展现了人们对传统
技艺的追捧，对本土产品‘匠心’品质的肯
定，对承袭民族特有生活方式的认可与回归，
这首先就是值得欣慰的。”2月26日，一位高
校从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教师在微博里表示，
获得了众多网友的转发和点赞。

而在济南，独具匠心的非遗项目，又何止
章丘铁锅——— 传统旗袍典范“玉谦旗袍”，以
工艺精良、时尚靓丽著称。它秉承了旗袍的八
大制作工艺，即镶边、滚边、嵌边、岩条、盘
扣、贴花、绣花、手绘，并不断创新，在业内
具有很好的口碑和知名度；杜福庄胡琴制作技
艺，制作流程繁复，从选材、火烤到涂漆片、
固定弦等十余道程序，包括筒子、琴杆、轴、
弓子等在内都是手工完成，另外还讲究慢工出
细活，制作一把京胡就需要几十天的功夫，制
作出来的每一把胡琴都可称得上精品，故此受
到国内外胡琴发烧友的追捧；朱家峪土布制作
技艺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氏家族始
祖朱良盛携家眷自河北枣强迁至该村时带来的
一项土布制作工艺，至今已有640余年的历

史，如今土布制作由单一颜色发展到260多个
花色，由原来单一的制作被褥和外衣发展成布
凉席、衬衣、枕巾、坐垫等30多个种类……

“匠心”也需要精心呵护。传承、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
条产业链。围绕此，济南市已举办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益传习班35期，设立了济南皮影戏、济
南剪纸、济南面塑、济南古琴、鲁绣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课程，免费培训学员近4000名；策划
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技能大赛、民俗
文化艺术节、民间艺术展演等品牌活动；承办
了第一、三、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三届博览会参展项目总计达2322项，协议
签约金额达841 . 4亿元，参观展览展演的各界
群众达195万余人，2018年将承办第五届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还大力推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载体建设，6个县区已建成历史文
化展馆，3个乡镇、14个村（社区）被评为省
级历史文化展示工程示范点，镇、村级历史文
化展示工程正在推进中。

“章丘铁锅的‘火爆’，也可以激发更多
的思考。”省城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如何
经受住市场考验，应当成为众多非遗项目发展
的新课题。“非遗产品是文化产品，也是商
品。如何在确保技艺传承、品牌确立、市场规
范的前提下，打破人们对非遗项目‘不实用’
的固有印象，激发传承人积极性，实现产业规
模的扩大，营销手段的创新与突破等等，都需
要各方拓展思路、一同努力。”

章丘铁锅“走红”，匠心品质受捧
□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乔 琳 尚海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22日，济南市博物馆对外

发布，春节期间，该馆于2月18日（农历正月初
三）开馆，同时开放的还有蔡公时纪念馆、老舍
纪念馆和曲山艺海博物馆，初三至初六，上述场
馆接待到馆参观人数2万余人次，观众以家庭及
亲朋好友小团队为主，博物馆正成为人们节假日
休闲的好去处。

济南市博物馆春节期间共推出9个展览，除
了《古城辉煌——— 济南历史暨馆藏文物展览》
《蔡公时纪念馆陈列展览》《老舍纪念馆陈列展
览》《曲山艺海博物馆陈列展览》等基本陈列及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展》专题展览外，还新推出
了《师造化，夺天工——— 济南市博物馆藏扬州画
派精品展》《奇石妙章——— 济南市博物馆藏古代
印章珍品展》《雅俗之间——— 济南市博物馆藏瓷
罐臻品展》，以及《旺狗贺岁，欢乐祥瑞———
2018济南市博物馆青少年萌犬摄影绘画展》等展
览。活动方面，济南市博物馆为青少年朋友准备
了多种手工体验活动。2月19日至2月21日，在博
物馆观众休闲区推出了剪纸、面塑等传统民间技
艺教授与体验活动，并在曲山艺海博物馆举办了
脸谱讲座与绘制体验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青少
年参与，成人观众也玩得不亦乐乎。2月25日及3
月2日，济南市博物馆还在曲山艺海博物馆推出
曲艺文化体验活动。

春节假期市博物馆

接待2万余人次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23日，记者从济南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与公共交通总公司处获悉，铛铛车
“一湖一环”夜场专线正式开通。专线共设12
站，每天18时从大明湖北门发车，票价为12元/
人次，市民凭身份证购票可享五折优惠。

据了解，铛铛车“一湖一环”夜场专线沿途
共设置大明湖北门—水云居—众泉汇流—钟楼遗
址—府学文庙（百花洲）—大明湖西南门—五龙
潭—趵突泉东门（泉城广场）—芙蓉街—泉水茶
馆—解放阁（黑虎泉）—老东门12站，沿大明
湖、护城河环绕式运行，沿途讲解27处名胜古
迹、旅游景观，观赏“一湖一环”工程的六大亮
点及夜济南美丽景观。该线路运营时间为18：
00——— 21：00，每30分钟一班，从大明湖北门定
点发车，沿途站点按时到站。

据了解，新开通的铛铛车“一湖一环”夜场
专线仍然采用复古式铛铛车服务特色，票价政策
在原游777路12元/人次的基础上，市公共交通总
公司为优惠市民，特推出持身份证购票五折优惠
活动。

“一湖一环”

开通夜场专线铛铛车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2月24日，在同盛永手工铁锅的制造工厂里，一位工人正在进行“开锅”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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