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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颗皮蛋都有属于自己的温度，不仅
是 腌 制 时 的 温 度 ，更 是 传 承 的 温 度 。”7 月 4
日，商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商江芳杰松
花皮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慷慷，正在
办 公 室 给 学 徒 教 授 皮 蛋 制 作 方 法 。 在 她 手
中，松花皮蛋不再只是简单的食材，而是富有
温度的艺术品。

松花皮蛋不但是美味佳肴，而且还有一
定的药用价值。松花皮蛋的营养价值与原生
蛋品相接近，在腌制鸡蛋的过程中经过了碱
的作用，使蛋白质及脂质分解成氨基酸，更易
被人体消化吸收。董慷慷传承了五代家族技
艺，她的商江芳杰松花皮蛋制作技艺在 2023
年 5 月被列入商洛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如今，她生产出的松花皮蛋已远销湖

北、南京、东北、
新疆等地。

董 慷 慷 是
商 州 区 沙 河 子
镇王山底村人，
从 小 家 庭 并 不
富裕，住着两间
土房，家人都穿
着 破 洞 的 鞋 子
和衣服，生活条
件 极 为 艰 苦 。

“我听家里老人
说，以前鸡蛋很
珍贵，他们舍不
得 吃 都 留 给 孩
子，结果一到夏
天就变质，为了
方便储存，老人
就 想 办 法 学 做
松花皮蛋，延长
保 质 期 。”董 慷
慷说，后来他们

家族从收鸡蛋变成了制作、售卖松花皮蛋。
早年间，董慷慷的母亲精通化学，在家专注优
化制作工艺，让松花皮蛋口感更丰富，父亲则
挑着一根扁担，起早贪黑从村子走到城里沿
街叫卖，慢慢地他们家的皮蛋走上越来越多
人家的餐桌，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品牌，他们
家也从漏雨的土房子，搬进了两层小楼房。

“是小小的松花皮蛋，养活了我们家。”董
慷慷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松花皮蛋的香气，
她对松花皮蛋除了热爱这门技术的之外，还
有一份感激。1993 年，年仅 7 岁的董慷慷开
始跟随母亲学习制作松花皮蛋，在父母的言
传身教下，董慷慷逐渐掌握了松花皮蛋的制
作技艺，并对这一传统技艺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我们采用的是咱商洛本土三零优质鸡

蛋，做出的松花皮蛋品质更好。”董慷慷一边
制作松花皮蛋一边介绍，做皮蛋前，必须得将
配好的料泥和特别熬制的料水进行稀释，鸡
蛋有一半露出料泥，说明料泥调配基本合格
了，接下来就是裹泥、腌制。

董慷慷继承了母亲的化学天赋，对松花
皮蛋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创新，在
母亲的建议下，她们以秦岭野生侧柏入料，经
过反复试验和调整，终于成功研制出了侧柏
叶松花皮蛋，不仅提升了皮蛋的口感，还提高
了皮蛋的营养价值，深受消费者喜爱。

“非遗文化如果没有市场，就会被人们遗
忘 。”为 了 将 松 花 皮 蛋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下 去 ，
2021 年 5 月，董慷慷以苏陕协作为契机，正式
注册成立陕西商江芳杰农产品有限公司，专
注松花皮蛋加工。2023 年，为了促进松花皮
蛋产业发展，她与商洛学院签订了技术合作
协议。“报父母恩情，传承家族手艺，抓产品质
量，打造良心企业。”这是董慷慷办企业的宗
旨，在工厂里，董慷慷严格把控原料采购、生
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等各个环节，坚持以传统
工艺做良心产品，确保每一颗松花皮蛋都符
合高品质标准。每到逢年过节，订单量大时，
她还会招聘周边留守妇女、老人进厂打工，解
决周边群众就业困难，帮助他们增收。

“我能把松花皮蛋做起来还要感谢党、感
谢政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或许这门非遗
技艺慢慢没落了。”董慷慷说，近几年，她有幸
参加了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参与大型展会
20 余次，让更多人了解了松花皮蛋的历史渊
源、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同时，为了回报社
会，她还积极参与各类爱心公益活动，捐款捐
物，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谈及未来的打
算，董慷慷表示希望能打造出更加健康、美
味、有特色的松花皮蛋产品，让商洛的松花皮
蛋走向更远，让其成为中华美食文化的一张
亮丽名片。

传 承 技 艺 守 正 创 新

一团红板土，两根枣木棍，一双巧手，便
可让泥塑有了生命。

7 月 2 日，祝乐在画室内将一团红土搓一
搓、揉一揉、按一按、刮一刮，不一会儿，一个
栩栩如生的狗娃咪就诞生了。祝乐作为商洛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商州东龙山狗娃咪代
表性传承人，近年来，教授过数千名学生制作
狗娃咪，其学生作品在全国“周庄杯”中小学
幼陶艺教育教学优秀作品展示活动中荣获二
等奖，在商州区第六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
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因为她的坚持，使狗
娃咪被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东龙山狗娃咪泥哨，作为商州区地方传
统美术项目，入选陕西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主要材料为东龙山上的
红板土，经过烧制，趁热涂松香，再点黄腊红，
形成憨态可掬的小狗形象。这些小狗造型可
爱，吹出的声音清脆悦耳，在祝乐看来，狗娃
咪不仅是一种玩具，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
情感的寄托。

“ 我 太 爷 、外 婆 、母 亲 都 会 做 狗 娃 咪 ，最
开始为了生计去制作，后来为了传承非遗文
化，母亲把手艺教给了我。”回忆起童年，祝
乐说自幼深受家人的熏陶，经常看到家中的
长辈们用红板土制作狗娃咪，那一团团红板
土经过家人的巧手，就变成了活灵活现、栩
栩如生的小狗，“当时觉得好神奇，也是那种
好奇和崇拜给我埋下了‘泥塑梦’的种子。”
祝乐说。

2009 年，祝乐跟着母亲刘会珍学习狗娃
咪制作，一开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她
常常因为掌握不好手指力度 、烧 制 火 候 ，失
败 了 一 次 又 一 次 。“ 狗 娃 咪 制 作 有 五 道 工
序，最难的是用传统灶火烧制，火太大容易
裂 开 ，火 太 小 松 香 化 不 开 上 不 了 色 。”每 当
祝乐想放弃时，母亲总会温柔地鼓励她，让
她 坚 定 信 心 ，一 定 要 将 这 门 手 艺 传 承 下
去。带着母亲的期望，她勤加练习，没事就
去山上找几块红板土带回家，琢磨研究，在

练 习 了 几 个
月 后 ，终于烧
制出了没有瑕
疵的狗娃咪。

“ 小 时 候
的大街小巷，
到 处 都 能 听
到 狗 娃 咪 的
叫 卖 声 和 哨
声，随着时代
的发展，各种
玩 具 应 有 尽
有，狗娃咪市
场逐渐消沉，
经 济 效 益 低
下，有手艺的
人 都 不 愿 意
再 做 狗 娃
咪 。”祝 乐
说，如今狗娃
咪 面 临 着 困
境 ，想 要 它 继 续 传 承 下 去 、发 扬 光 大 ，就 得
推 陈 出 新 。 祝 乐 原 本 就 是 专 业 学 习 美 术
的，在制作狗娃咪过程中，她不断地学习探
索，通过反复思考、认真研究、大胆创作，将
狗 娃 咪 与 陶 塑 、彩 陶 、面 塑 、软 陶 素 系 列 相
结合，制作出狗娃咪十二属相系列作品，还
推出了带有狗娃咪形象的书架、笔筒、笔架
等文具用品。

在祝乐的手中，红板土仿佛被赋予了生
命，她将一块块普通的红板土放在手心反复
揉搓，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出小狗形象，
用 枣 木 棍 按 压 出 小 狗 的 背 部 条 纹 和 腿 部 线
条，最后在小狗鼻子中间和下巴处扎上出气
孔，这样一个狗娃咪就做好了，她做出的狗
娃咪有的憨态可掬，有的活泼可爱，有的威
风凛凛……每一个都活灵活现，让人爱不释
手。“要想制作出精美的作品，不仅需要精湛
的技艺，更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

爱。”她说。
不仅在技艺上精益求精，在传承上祝乐

更是不遗余力。她在城区开了一家画室，将
自 己 的 心 得 和 经 验 毫 无 保 留 地 传 授 给 前 来
学习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一门
手艺。同时，祝乐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系
列宣传展示活动，前不久，她走进市幼儿园，
向 幼 儿 们 讲 述 狗 娃 咪 的 历 史 文 化 和 制 作 技
艺，手把手教授幼儿制作狗娃咪。为了将狗
娃咪推广出去，祝乐还通过网上发布狗娃咪
作品，吸引了一部分爱好者前来参观学习、
体验制作过程。

“ 只 要 有 人 想 学 狗 娃 咪 ，我 都 会 免 费 教
授，希望把我们商洛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让
更多的人知道。”祝乐表示，她会继续创新狗
娃咪的造型，让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她还
会 加 强 与 其 他 地 方 非 遗 传 承 人 的 交 流 与 合
作，共同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妙 手 生 花 焕 发 新 生

一张古琴，制作起来少则两三年，多则数十载，这期间既有
技艺的缓慢琢磨，也有智慧的灵光乍现。斫琴师们为了做好古
琴，除了选用上好的木材，还要使用大小各异的刨子、锯子、刻刀
等种类繁多的工具，洛南县的薛卜瑞就是斫琴师中的一员。

7月5日，洛南县半山居古琴社内，薛卜瑞手握着小刻刀，神
情专注地在琴面上精雕细琢。与现代工厂制作出的古琴相比，
薛卜瑞坚持纯手工制作，赋予了古琴生命。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
一。斫琴则是对古琴进行精工细作的一种工艺，它是融汇文化、
艺术、音律、美学修养、木工、漆工等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技艺。多
年来，薛卜瑞致力于斫琴技艺的传承和古琴文化的传播，通过制
作古琴、古筝、瑟等乐器，传承千年古音。

“与古琴结缘，还得从一场婚礼说起，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古
琴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被古琴的魔力所吸引，决定要深入学
习这项非遗传统技艺。”薛卜瑞说，2016年，他参加朋友婚礼时，
偶然发现婚礼现场摆放着古琴、编钟、瑟等乐器，当乐曲演奏时，
古琴传出了悠扬动听的旋律，如丝如缕的音色，如同天籁，深深
打动了他的心。

因爱而学，又因学而制作。薛卜瑞四处打听，找到了陕西省
古琴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李延民，想要拜师学艺。李延民见他
带着满腔热情登门拜访，以及他对古琴的喜爱和想要学做古琴
的强烈愿望，便收他为徒，开始传授他古乐器的制作及演奏技巧。

“制作一张好的古琴，需要两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由于面
板和底板的料子不一样，平时我都是到山上寻找废弃的老房子
拆下来的木料。”薛卜瑞说，自己年轻时做过建筑工程技术员，对
木工技术非常熟悉，上手很快，但制作古琴的材料并不好找，他
经常到洛南县寺耳镇伍仙村等村子找材料，找到后还得选面板、
底板，从形制、上灰胎到镶嵌琴徽、擦青等需要几十道工序，制作
中既要有精良的材料，还要斫琴师具备高超的斫琴技艺、艺术审
美以及古琴弹奏水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学会古琴的弹奏技艺并斫制出一张
好琴，薛卜瑞虚心向师傅请教，认真观察师傅的操作过程，不断
揣摩、领悟，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也从未放弃，始终保持着对古
琴的热爱和执着。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薛卜瑞勤学苦练，从基
础的指法开始学起，逐渐掌握了各种复杂的演奏技巧。每当夜
深人静之时，他便独自坐在琴前，抚琴吟唱，感受那悠扬的旋律带给他的心灵震撼。

“由于古琴艺术的博大精深，要求斫琴人具有文史与艺术的多重修养，而古琴的
修习与传承需要较长的周期，如不建立稳定的师资队伍，开展相应的研习活动，就会
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薛卜瑞说，斫琴技艺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来传承和发扬，他经常
邀请古琴爱好者在一起交流技艺，还免费教授前来求学的学生，同时上传古琴相关视
频到抖音、微信等线上平台，定期到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
爱古琴。在薛卜瑞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古琴，他的古琴社也逐渐成了音
乐爱好者的聚集地。

“我现在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古琴进社区、进校园，让大家更全面地感受古琴的
魅力。”薛卜瑞说，自己能将古琴制作技艺传承下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也
期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推广古琴文化，让古琴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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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和地区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是一个区域历史、文化、人文、民俗、风情、智慧的结晶和传承发展的见证。7月
1日，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为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让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近年来，我市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四级非遗保护名录，开展非遗普查征集、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等工作，有力促进非遗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目前，我市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有4项、省级非遗名录的有42项、市级非遗名录的有267项、县级非遗名录的有423项，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
人、省级传承人22人、市级传承人221人、县级传承人203人。其中，省级非遗特色示范县1个（镇安县）、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家（陕西丹凤葡
萄酒有限公司）、省级非遗特色示范镇4个（镇安云盖寺镇，山阳漫川关镇、中村镇，商南富水镇）、省级非遗特色示范街区1个（洛南花溪弄），有省级非遗
就业工坊16家、市级非遗工坊19家。

多 彩 非 遗多 彩 非 遗 你 我 共 享你 我 共 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方方 方方

薛卜瑞正在手工斫琴薛卜瑞正在手工斫琴

小朋友体验狗娃咪制作过程小朋友体验狗娃咪制作过程

董慷慷检查松花皮蛋包泥均匀度董慷慷检查松花皮蛋包泥均匀度 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一颗璀璨明珠闪耀着
光芒，非遗也被一批批传承人守护着。随着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机遇往往和挑战并存。曾经，许多温暖儿时记忆的非遗技艺因为保持
传统、不求创新只能逐渐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中。而如今，经济社会飞速
发展，很多非遗传承人面临着非遗技艺如何转变成产业的难题，这不仅考验
着非遗传承人的智慧，需要他们不但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还需要他们
坚持初心将非遗传承守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是非遗重要的承载者和传递者，掌握着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技艺，承担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历史责任。传
承非遗技艺，就要做好迎接数字时代的准备，让非遗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要
在保持传统特色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中寻求平衡。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
管是将十二生肖元素用在狗娃咪泥哨创作中的祝乐，还是坚持守正创新，采
用新材料制作更美味松花皮蛋的董慷慷，她们都是坚守着传统技艺，在市场
定位上不断尝试、不断创新，将非遗技艺与市场需求相结合，让传统非遗焕
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当好非遗传承“守艺人”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