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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色之旅红

作为春季的第一个小长假，即将开启的清明假
期催生出更多样、有趣的玩法。以“采茶游”“问
茶游”为代表的“新中式玩法”受到年轻游客的
青睐。

“提供采茶体验的民宿推荐”“盛产白茶的旅游
目的地有哪些”“广东去哪可以采摘春茶”……近
日与茶相关的玩法体验在马蜂窝攻略群中的咨询量
增长显著。据悉，继马面裙成为今春第一个火爆的
时尚单品后，年轻人对于“新中式生活”的追求从
穿搭蔓延到旅行——探访春日茶园、深入了解中国
茶文化、品尝今年第一口春茶，让不少人心动。逛
茶园、品春茶成为春季旅行市场的“黑马”，热度
高涨110%。

拥有连片茶园的西双版纳州景洪，乌龙茶和红
茶的起源地武夷山，山水和茶香包围中的浙江桐庐
等地，纷纷登上“春季热门茶文化体验榜单”，能
够兼得花海与茶香的江西婺源热度涨幅更超过
200%。

飞猪数据显示，清明假期包含沉浸式体验的
“采茶游”、研学茶文化游正在走热，预订量大增。
近期，飞猪联合喜茶、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
家地理·地道风物共同推出“第一口春茶”系列活
动，征集网友分享家乡或身边的茶园茶山美景，并
提供春日茶园的免费旅游名额，再次吸引一波
流量。

此外，部分城市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纷纷
“出圈”。当下，次第开放的樱花拉开武汉赏花季序
幕。武汉园博园也从3月16日至4月21日举办第
五届汉口里花朝节。“把汉口里花朝节办成武汉春
日最雅致的消遣。”武汉园博园宣传活动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的花朝节主要突出“楚地风雅、高
校参与、网红效应、观灯夜游”四大特色。花朝节
期间，武汉园博园安排有观十二花神花灯、非遗打
铁花、舞台夜演、国风蹦迪、十二花神走秀等“月
夜度花朝”活动。

不仅武汉，济南花朝节也于3月 23日开幕，
持续至5月6日，其国风、汉服、传统市集和诗词
文化等元素带热济南旅游。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济
南清明假期旅游热度同比上涨62%。据悉，南京
莫愁湖、长沙铜官窑、南宁相思小镇等景区也将推
出花朝节活动，开启“文化赏花”新玩法。据悉，
广州、崇明、新洲、泉州、江西龙虎山等地均有

“花朝节”活动。
“‘新中式生活’这一概念对于年轻人旅游消

费决策的影响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蜂
窝旅游研究院院长冯饶称，“从热度连年居高不下
的博物馆游，到去年手串带火的寺庙游，再到今年
春节期间刷爆社交网络的民俗和非遗体验游，以及
近期热度持续上涨的采茶游，年轻人对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偏爱，以及‘跟着兴趣去旅行’的强大行动
力，将为更多小众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带来机遇。”

春游季：

年轻人爱上“新中式”
本报记者 刘圆圆

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
簪花礼、祭花神、赏红护花……3月 23日，

2024闽都花朝节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梁厝
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举行，上千名市民游客以一系列
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迎接百花盛开的春天，展现福
建省级非遗——“花朝节传统习俗”的风采。

当天活动现场，不少青年与小朋友们身着汉
服，将花朵簪在发际，向春日百花行礼，传达自己
的美好祝愿。而后，他们一同在古厝与园林之中巡
游，身上的汉服与周边的古建筑交相辉映，成为市
民游客手机中的一道道风景。

“如今，从街头巷尾到沉浸式景区，中国传统
服饰元素无处不在。”来自台北的“90后”青年吴
子瑄坦言，他非常喜欢汉服文化，为进一步了解汉
服市场，今年毅然选择“西进”福州发展。日前他
已通过了福建省汉服文化促进会举办的汉服汉礼典
仪官（初级）岗位培训考核，后续将深度参与汉服
文化推广活动。

同一时刻，传统插花雅集体验、花间投壶与飞
花令等互动体验活动也令现场更为热闹，看烛光耀
耀，听春来流水，市民游客们直呼，沉浸式体验到
了中华传统服饰之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此次在仓山举办‘花朝节’系列活动，融入
了仓山区古厝、历史文化、旅游等特色，希望持续
带给全国游客不一样的体验，也借此向广大群众展
示特色的民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并发扬优秀的闽都文化。”福州市传统文化促
进会会长郑炜说，起源于东周时期的花朝节，是中
国传统节日之一，与中秋节合称“花朝月夕”。
2022年，“花朝节传统习俗”便入选了福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此前，仓山区政协也多次在仓山区梁厝特色历
史文化街区举行了多场民俗主题活动，牵头推动了

“闽剧复兴”“非遗进校园”“传承福州方言”等系
列行动。

仓山区政协主席潘仰武表示，要牢牢守住闽都
文化的“根”和“魂”，推动更多的人民群众加入
到传讲榕城乡音、传播地方文化、传承闽都文脉的
队伍中来，共同让福州独特的文化遗产，再现新的
光彩。

春来百花 共迎春朝
——2024闽都花朝节活动在福建仓山举行

本报记者 王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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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出的名堂

看着身边的孩子们，郭洪利的眼前仿
佛浮现出自己年少时的模样：放学后，他总
是第一个冲出教室，手里也永远举着一只
风筝。

傍晚微风轻拂，他在田间找处空地，便
肆意地奔跑起来。风筝越飞越高，到最后，
他已然放掉了手中数百米长的丝线，自己
的心也跟着飘向了空中。

“风筝是我儿时最好的玩具。”郭洪利笑
着说，当年为了维持生计，爸妈常会在农闲
时做风筝补贴家用。年幼的郭洪利也跟着坐
上小板凳，有模有样地扎起风筝来。

“喜欢孙悟空，我就学着自己选材、测
量，一边摸索一边制作；喜欢猪八戒，我就
构思好造型，又是削竹子又是画图。就这样
边思考边创新，常常都有新花样。”郭洪利
说，看着自己做的风筝，在空中飞得那么
好，别提多快乐，多有成就感了！“我每天都
要放到天都黑了，才舍得回家。”

就这样，日复一日，这个兴趣竟成了他
的立身之本。通过看书、学习，他才逐渐了
解到这门技艺的背后，有着多么深厚的文
化底蕴。

“风筝制作历史悠久，至今已有2000

多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墨
子和鲁班用木材制成了一种鸟禽状器械，
放之能飞，称其为‘木鸢’。汉代，人们开始
以竹篾扎成鸟禽状骨架，上糊以纸，称为

‘纸鸢’。后来，又在纸鸢上附加竹哨、弓弦，
放飞时因风吹而引起哨响弦鸣，声音悦耳，
如同鸣筝，故称‘风筝’。”郭洪利介绍，潍坊
的风筝作为中国风筝界的翘楚，以种类丰
富、工艺精湛而闻名。

“像我们常见的老鹰、蜻蜓、飞禽等，这
种是软翅风筝；嫦娥奔月这种人物类型的，
属于硬翅风筝；还有如平板一样的板式风
筝、可以串起来飞的串式风筝，宫灯、灯笼
似的立体风筝等。这些风筝类别还可以混
搭，像龙头风筝、蜈蚣风筝，就是立体串式
风筝的组合。风筝是可以‘玩’的技艺，不拘
泥于形式，你可以大胆地发挥想象力。”郭
洪利说。

“手”上的功夫

那么，一个风筝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郭洪利笑答：“扎制、绘画、裱糊、放飞，四大
技艺缺一不可。”

如今，他的风筝御风而行，可以做到风
弱时，依然能借风起势，风强时，又可以卸
力前行。“核心就在于骨架的扎制。我的标

准是，搭建骨架的竹条要如线条一般，刚柔
并济、自然流畅，只有这样才能扎出风筝的
精气神，彰显出风筝的神韵来。”

在郭洪利看来，万物皆可飞，能飞的都
是风筝。这不，2024潍坊风筝嘉年华暨第
41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举办在即，郭洪利要
制作一个巨型立体风筝的消息不胫而走。

“听说，有一只巨型‘峱（náo，古书中
的一种犬）宝宝’要上天了！”这只造型憨态
可掬的“峱宝宝”，高约20米，宽约15米，
厚约15米，总体积约4500立方米，显然是
期待着在风筝会上“称霸”全场。

郭洪利笑着说：“做巨型风筝有难度，
但并不是最难的。相反，微观风筝更考验手
上功夫。”

十几年前，他就曾应朋友之邀发起了
一个挑战：挑战制作世界上最小的风筝
——瓜子大的风筝。朋友问：“那么大，还能
飞起来吗？”

“怎么不能？”郭洪利笑着应战，竟真的
做了出来——只见，这“条”栩栩如生的金
鱼风筝，只有近两厘米长，它的每根竹条粗
细只有0.2毫米，比人的一根头发丝还细。
郭洪利就是这样拉起放线，小金鱼“游”上
了天空。

“我现在还要扎制更小的风筝，打算再

破个纪录！”郭洪利笑着说，制作风筝于他而
言，更像是带着兴趣去“玩”，越“玩”越有名堂。

如今，运动品牌、餐饮品牌、电竞品牌等
纷纷主动伸出橄榄枝，邀请郭洪利跨界合作，
将风筝的非遗文化融入产品中。

“我参与制作的‘轻风戏纸鸢’风筝互动
游戏，游客参与量超8000万次、在线观看量
超650万人次，李元芳‘飞鸢探春’潍坊风筝
主题皮肤销售量破百万，让潍坊风筝飞进更
多人的视野，也更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郭洪
利说，“做风筝不能孤芳自赏，融入时代的不
同特色，才能让它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翅膀”的力量

端详风筝的工艺、开心地合影留念、爱不
释手地捧回家中……3月上旬，郭洪利带着
他的风筝作品，参加美国旧金山“美美与共
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再度感受到了当地民
众的热情。

“这些年，我已经飞去了五六十个国家，
在海外传播风筝文化，特别受到外国友人的
欢迎。”郭洪利说，记得有一次，他在现场放起
了中国龙风筝，立时引来一片欢呼，大家纷纷
为它的美感所震撼。

“原本，龙在他们眼中是凶兽，但这只传
统技艺制作的中国龙威武祥瑞，周身配着祥
云和浪花，让人觉得既可亲又可爱，改变了他
们对中国龙的认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了解。”郭洪利坦言，“外事无小事，
每只带出国门的风筝，我都会精挑细选。此时
的它，不只是一件产品、一件工艺品，更是国
与国文化交流的使者，是友善沟通的桥梁。”

谈及在海外宣介的经历，勾起了郭洪利
首次国外行的记忆。“你或许很难想象，原来
的我很自卑，平时不爱讲话。我第一次出远
门，就是出国。当时是到欧洲去，待了近两个
月的时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尊称为老
师。”

那种对中国“手艺人”、传承人发自心底
的尊重，让这个自小在村里长大的年轻人，心
里有了底气、有了信心，“我是代表国家的优
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更不能看不起自己！”

30余年相伴，风筝改变了郭洪利，郭洪
利何尝没有改变风筝？“小风筝大文化，这翅
膀把我带出了村，飞向了全世界，我也要把它
的美带给更多人。”

农历二月初二，春风和煦。山东省潍坊市浮烟山上，
一早就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妈妈快看，天上有条大龙！”
随着一个小朋友的欢呼声，潍坊市政协委员、非遗项

目潍坊风筝市级传承人王永训娴熟地摆弄着手柄，操纵巨
型“龙头蜈蚣”风筝扶摇直上，紧接着按动机关，龙嘴吐出
彩烟，一张刻有“龙腾盛世国泰民安”字样的条幅缓缓落
下。“金龙迎盛世，给大家图个好彩头！”王永训兴奋地说。

结缘风筝梦

和风筝结缘，始于王永训的幼年。一开始他梦想有一
只属于自己的风筝，后来又把梦想延续为制作出最好的
风筝。

如今，虽然身为非遗传承人，又亲手创办并执掌着潍
坊天成飞鸢风筝有限公司，但王永训坦言，开始学习制作
风筝并不容易。

“我从小生长在北方，没有见过竹子，认清材料是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没有风筝的王永训总是主动帮其他孩
子放风筝，为他们托举，并仔细观察风筝的结构，记在心
里。回到家，他用自家地里的高粱秆和牛皮纸初试，又不
断尝试塑料、棉布等材料，日复一日、陆续实验，终于在一
个早上，他放飞了自己的第一只风筝。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8年，机缘巧合下，王
永训进入当时的杨家埠风筝厂工作。梦想的舞台变得更
加真实、广阔了，很快从扎风筝到画风筝，心灵手巧的他
便掌握了制作风筝的全套手艺。

展览带出的产业链

但那时，杨家埠风筝厂的效益并不理想。如何让潍坊
的风筝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飞出新天地，鼓起风筝手艺人
的钱包，带动当地风筝产业的发展，成了王永训的心病。

打开他思路的，是家门口开办的一个远道而来的自
贡花灯展。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脑中袭来：“既然四川自
贡的花灯展都开到了山东潍坊，那我们山东潍坊的风筝
为什么不能去各地举办展览呢？”

很快，他便联系了其他潍坊风筝艺人，在湖南合办了
第一次风筝展览。

“我做的风筝就没有重样的，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
欢迎。”在湖南的展览上，王永训制作的飞禽、人物、文玩
风筝造型逼真、形态各异，几天时间内吸引了大量参观
者，收入也非常可观。

“可见，再好的艺术，没有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是不
行的。”随着风筝展览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客户前来找他
订货。如今，王永训的风筝展览，已经拓展成一个集展览、
娱乐、销售于一体的风筝产业链，并随着商业模式的发
展，从线下拓展到网店。

让潍坊风筝“飞出去”

从做风筝，到卖风筝，再到把传承、宣传风筝视为己
任，已经到访过47个国家的王永训并不满足于此，他说，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把老祖宗留下的风筝文化

推广到全世界。”
“龙凤代表祥和，蝙蝠代表福气，仙鹤代表长寿，还有很

多绘制的吉祥图案都寄托着中国人民的幸福表达，许多外
国人都喜欢我们风筝上展示出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王永训
自豪于此，也自豪于把这种文化内涵通过风筝传递给世界。

最令王永训自豪的是，由于风筝做得好、知名度高，他
得到了为伦敦奥运会歌剧节目《诺亚方舟》设计表演道具的
机会。中国的风筝能飞上奥运会！这对于风筝传承人来说，
是多么大的骄傲。哪怕时间紧、任务重，王永训也是一口应
允。来不及从四川运送竹子，看到洗碗池的王永训灵机一
动，将海绵作为制作道具的原材料。在他的赶制下，110件
中国风筝道具如约登上伦敦奥运会的舞台，赢得世界的瞩
目。“让世界看到潍坊风筝，看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我很荣幸
能为国争光。”王永训说。

发展带动两不误

如今，52岁的王永训没有固步于传统的工艺，他积极
向国外同行学习，在传统风筝中融入声光电，创作出“夜光
风筝”“变色风筝”“动态风筝”等。

4月，第41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举办在即，他更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设计出一个总长197米的中国龙
风筝，以及100多个绘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标、国旗等
元素的风筝。“希望风筝串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美好
友谊。”

与此同时，作为潍坊风筝产业的带头人，王永训也时刻牢
记自己肩上的重担，弘扬潍坊风筝文化，更要带动更多的群众
致富。在他的风筝公司，百余位当地农户实现了就业，公司也
经常举办技艺培训，带动周边村镇居民一起做风筝致富。“当
风筝产业的‘领头雁’，不仅是我作为传承人的责任，更是我作
为政协委员的使命。”王永训说。

潍坊市政协委员王永训：

要做风筝中的“领头雁”
本报实习生 李梓源

在潍坊，风筝不仅仅是独具特色
的城市LOGO，更是当地文旅的重要
卖点。4月，第41届潍坊国际风筝会
即将举办，届时，世界风筝锦标赛、万
人风筝放飞、潍坊风筝大赛、风筝产
业博览会等一系列活动将令潍坊万
众瞩目。

“世界风筝看中国，中国风筝看潍
坊，潍坊风筝看寒亭。”在当地坊间广
为流传的一句话，足以显示寒亭作为

“中国风筝文化之乡”的重要地位，也
让寒亭区政协担负起助推风筝产业发
展的责任。

如何把风筝产业引来的流量变
为“留量”，正成为寒亭区政协关注的
重点。“我们将在第二季度聚焦‘文旅
融合发展’专题进行对口协商活动，通
过邀请文旅部门座谈交流、实地考察
等多种形式，力争提出合理化的意见
建议，为更好擦亮寒亭文旅品牌建言
献策。”寒亭区政协副主席高允琴说。

近年来，寒亭区政协先后围绕杨
家埠年画风筝民俗文化传承和保护、
文旅产业发展等课题，开展过数次调
研，并形成多篇调研报告，为做大做
强风筝产业贡献了政协力量。

“换届以来，我们更是把助推风
筝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高允琴告诉记者，寒
亭区政协创新搭建了“社区议事日”
专题协商平台，并在第二次“社区议
事日”，就把主题聚焦为“传承保护创
新发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上，
邀请了区委宣传部、杨家埠文旅事业
发展中心、区文旅局等部门单位，以
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效东、省级传
承人郭洪利、杨红卫，以及市级传承
人王永训、年轻风筝艺人张华刚等人
士齐聚一堂，围绕风筝年画产业做大
做强、创新发展进行协商议政。会后，
区政协整理形成《关于做活“非遗+旅
游”文章，加快打造文旅融合高地的

建议》，从擦亮品牌、打造项目、搭建平台、增强活力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得到潍坊市委的高度重视。

“做大风筝产业，龙头企业是关键。”高允琴说，寒亭区
政协多次到天成风筝、永健风筝、奥祥风筝等风筝生产企业
调研，协商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鼓励企业
强化创新意识、品牌意识，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

“我们的政协委员也非常给力。比如区政协委员、潍坊灵
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俊岩还牵头，依托寒亭杨家埠
民俗大观园，2023年陆续举办了杨家埠民俗文化灯会、梦幻
西游季·夜游杨家埠、‘西游归来 嫦娥共舞’等主题活动，参
与人数超100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8000余万元。”高允琴
说，近年来，市、区政协委员先后结合风筝文化的传承和产业
的发展提交提案及社情民意信息30多件。此外，区政协依托

“委员进社区·协商办实事”活动，组织相关领域委员进驻社
区，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传承研学等活动，让孩子们“零距
离”接触、直观感受风筝扎制等传统技艺之美，取得良好的社
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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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寒亭区政协委员郭洪利：

“飞去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孩子们拉着线、笑着向
他奔来……此时，潍坊市寒
亭区政协委员、国家级非遗
潍坊风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郭洪利笑着张开怀抱。“咔
嚓”，快门一响，这温馨的瞬
间由此定格。

这是郭洪利向青少年传
播非遗文化时的日常剪影。
而这一简单的动作，似乎也
是郭洪利30余年来传承之旅
的生动注脚：拥抱青少年，
让“国潮”年轻态，让风筝

“火”出圈；拥抱传统文化，
让深耕的中国元素登上国际
舞台；拥抱一切未知，并将
看似“不可能”变为“可
能”……或许，笑着拥抱，
正是郭洪利的传承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