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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津渡街区的探索
文/图 古渡渺千秋

在日常生活中，一到天寒，
往往不少人家都要整理被胎，原
因都认为，柔软的被胎要比陈年
板结的旧胎盖在身上舒服保温，
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从前这段
时间里，就有不少弹花匠人，身
上背着一张弹花弓，手上拎着一
个压花盘，包袱中或自行车上备
有各种原料纱线等物，在城市中
走街串巷寻找生意。

这些人，他们大都是农民，
极少有专业匠人，因为这种行业
的特殊性，只有在深秋后寒冬前
才有生意，其他时间业务较少，
农民来兼职，时间正好配合。秋
收之后，田间小麦播种完成，农
闲时光从事点副业生产劳动，创
收点资金贴补家用。他们一般
都是早出晚归，白天找到生意
后，大都就在客户门口附近干
活。两张长凳几块板，搭上木板
床铺现场作业，弹棉弓就“七蹦、
蹦、七蹦、嘣……”响了起来，声
响传遍街头巷尾，很快能吸引不
少人观赏，当然也少不了我们这
类小把戏前去围观。这时弹花
人也算做了广告，手艺好丑，当
场检验，说不定能接二连三地接
到好几单业务。运气好的时候，
若能遇到人家为儿女筹办婚事，
准备新婚的被胎，弹花匠就能奉
上用红棉线制作的双喜图案，表

衬在被胎中央，四周再用上红色
纱线作为辅衬，很是美观喜庆。
那肯定要在工钱之外，又多了份
欢喜的大红包，主客双方皆大欢
喜。

自从机械弹花机问世以来，
多少年的传统弹花匠人在街巷
中消失了，人们要想弹被胎，如
今只能托人到处打听，去上网查
找，往往需要坐车走很远的路。
这不，前几年深秋，我整理棉絮
被胎时，听从别人所言，坐车跑
到了丹徒区宝堰镇，结识了弹花
匠李师傅，看到了阔别了数十年
的传统弹花场景，又听到了数十
年来没有听到的弹花乐章。

李师傅名叫李双秀, 当时已
近 70岁，祖居在丹徒区宝堰镇，
十八岁时拜自己的叔父为师，跟
着叔父后面走村串镇，学会了弹
棉花的手艺，从此他就与弹棉花
的一把槌子一张弓结下了半个
多世纪的缘分。

李师傅一生半工半农，农业
合作化后，既在供销社里弹棉花
做被胎，又在家里干农活挣工
分。在弹花弓的乐声之中，他成
家立业，娶媳生子，孙辈绕膝
……弹棉花的职业，弹棉花的乐
声，与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和他
的交谈中，他伸出了他的右手给

我看，那变了形的手指骨，就是
他敬业的佐证，这可能就是中华
民族手艺人的匠心所在。

李师傅的爱岗敬业，还表现
在他对弹花弓珍惜如命。这张
弓，这把槌，他说是叔父为他定
制的，做手艺人的吃饭家伙。早
在几十年前，供销社就有了弹花
机，可他就是舍不得丢开这老伙
伴弹花弓，他开动脑筋创新操
作、巧妙地使用机械和手工相互
结合的方法，把被胎质量做得更
好。改革开放后，供销社改制消
失后，他还是舍不得老伙伴弹花
弓，于是就领了个营业执照继续
弹棉花。

李师傅在我的面前炫耀他
那近半个世纪的伙伴，那杂木制
的弹花弓久经岁月弓背手握处，
弓背要随槌击在手中小幅度转
动，由于常年的摩擦结果，使其
直径明显小了不少，再看那檀木
制的、特别形状的弹花槌，不但
中间手握处明显细了不少，且全
身锃亮，我用手拎拎晃晃，还真
有几斤分量。可想想，拎着它敲
打弓弦五十多年，“七蹦、蹦、七
蹦、嘣……”这数字可能是无法
计算的天文数字了。

如今李师傅的弹棉花铺子
生意非常好，人们都喜爱用传统
方法弹制的被胎，原因是棉花纤

维保持较长，被胎在使用中不易
成团结块，他那用机械和手工相
结合弹花的方法，制作出的被
胎，广为人们所接受喜爱，所以
能吸引四乡八村的人去找他加
工，当然还有从市区赶过去的
人，包括我这个老头。

最近几十年来，背弓弹花的
传统工艺渐渐淡出视野了，恐怕
再没有年轻人去学身背弹花弓
弹棉花了，但愿李师傅的弹花乐
声能长久一点，给更多人留下记
忆。

当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革
新除旧后，突然发现：自身那根
与历史息息相关的精神纽带似
乎出现了断裂，人们在迷茫与慌
乱中寻找来时的路，渴求在现代
物质生活与个人精神世界之间
达成内外平衡，而如今的社会，
并没有提供足够我们消化与反
刍的精神食粮。

保护民间传统文化，贵在采

取各种措施营造一种文化环境
的生态平衡，让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相存相融。要把保护民间
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现实动力，
一方面可以通过宣传、普及教
育，促进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
识，提高人们对于保护传统民间
文化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大胆
尝试和创新，推进传统文化融入
当代生活，通过旅游开发、举办

各种展览、资源共享来与
现实生活结合。这方面，
镇江市西津渡历史文化
街区作了有益的探索。

西津渡街区丰富的
历史遗存和蕴涵的津渡
文化，使街区的保护者充
分认识到，保护西津渡历
史文化街区，必须要坚持
一体化传统文化保护的
原则，在明确分区分类的
保护目标的基础上，确立
总体保护传统文化目标，
形成街区保护的目标系
统。也就是说，保护目标
不仅是简单地恢复街区
的历史文化景观，还要健
全功能，提高街区居民的
生活质量；不仅是保护物
质文化遗产，而且包括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历
史文脉真正得到存续和
延伸；不仅是一景一物的
修缮保护，更要综合规
划，整体保护和合理利

用；不仅是保护街区这一片天
地，更是保护镇江城市发展的历
史；不仅是领导和专家的事，更
要居民、社区乃至全社会的理
解、支持和参与。

保护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不仅仅是为了复兴这一地方的
文脉资源，也是为了利用，为了
可持续的振兴和利用。提升街
区功能，关键在提升街区历史传
统文化内涵。这方面我们设立
了三个子目标：一是系统研究历
史文脉，研究成果既用来指导物
质遗产的保护，又物化为物质形
态的展示和观赏的景点。二是
系统重建古商市井，通过旅游招
商形成服务业和居民生活浑然
一体的古街风情。三是系统引
导观光旅游，精心建设旅游景
点、精心设计旅游线路，逐步使
街区成为游客必到之处，观光必
赏之地，能够融入镇江旅游主流
路线的观光旅游区。

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些地方
依旧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不
可复制或稀缺性与珍稀性，人们
局限于复制所谓的现代文化基
因。在街区改造、社会文化传
播、人文精神学习等方面多有偏
颇之处，这显然无法适应国人对
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

一个传统文化品牌，首先需
要的是载体，它必须有传说，必
须有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
以西

津渡街区为例，比如流传始于宋
朝的江上蛟龙作怪，观音降龙救
生；白娘子码头开药店，免费施
药济贫；天妃妈祖战胜鳄鱼，保
佑人船平安……这些传说与故
事，代代相传，成为西津渡历史
街区居民的共同记忆，从而将某
种文化特质播种于人的内心，如
同一组宝藏的密码，不断被开
启，不断被人们收藏。因此传统
文化也可以通过传说和故事改
编的传统戏剧，以丰富多彩的活
动和演出展示在公众视野中。
也可以用展览的形式来演绎。
每一种形式都需要寓教于乐，创
造出浪漫、雅致、形态各异的活
动，迎合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游戏
天性与参与性。文化性、游戏
性、教育性，三者巧妙融合在

一起，让传统津渡文化、民间
文化千百年来不衰。

然而，在以个体多元化诉
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传统
文化的文化传承、大型游戏
的功能正日渐淡化。当下，
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还是
一个民族，对传统历史文化
的重新发掘也好，对文化薪
火的去灰留种也好，都是个
体与民族的一种挑战，既
然我们都生于中国，都身
为中国人，那么中国传统
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母
体，我们应永远做一个
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
者和继承者。

老镇江手艺：弹花匠
文/图 任德发

使用的工具

李师傅弹棉花李师傅弹棉花

天妃妈祖海上救生天妃妈祖海上救生

白娘子小码头保和堂药店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