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安女服饰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曾梅霞受访者供图

小满：万物初盈，心向美满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

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

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

“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

得盈满。”又说：“斗指甲为小

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

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

民谚云“小满小满，江河渐

满。”既意指北方麦粒的饱满，

又关乎南方雨水的丰盈。小满

过后，天气逐渐炎热起来，雨水

开始增多，预示着闷热、潮湿的

夏季即将来临。

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

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小

满节气中，苦菜已经枝繁叶茂，麦

子开始成熟，而靡草却开始枯萎。

大自然以其独特的节奏，告

诉我们一个丰收的季节即将到

来。这个时候，民间会有许多丰

富的活动。人们会举行祭祀仪

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人生不需要大满，因为“水

满则溢”。接受人生的“小满”，

是一种宽容和大度，也是一种

格局和境界。小满，是谦逊低

调、是虚心进取、是大成若缺。

小在认清差距，满于向上攀登；

小在看透自我，满于博采众长。

（来源：澎湃新闻）

“我来这里就是想体验‘簪花

围’，穿着蟳埔女服饰感觉非常漂

亮、时尚，体验很开心。”在福建省

泉州市丰泽区的蟳埔村，来自浙

江的游客张凌装扮一新后背靠着

“蚵壳厝”一边拍照，一边激动地

说。

蟳埔女的服饰特征是“头戴

‘簪花围’、身披大裾衫、下着宽脚

裤、耳戴丁香坠”。2023 年年初，当

红明星赵丽颖以一组头戴“簪花

围”的照片引发网友热议，让蟳埔

这个小渔村迅速成为新晋热门。

今年五一假期，蟳埔村接待游客

达到 29 万人次，大家争相前来体

验蟳埔女服饰文化。

渔村游客的增多，让曾帮助

赵丽颖梳“簪花围”的蟳埔村村民

黄丽泳大呼意外。“2017 年，我在

村里开了簪花围店，那时全村就

只有近 10 家簪花围店。去年，村

里增至 200 家簪花围店，还有其

他和蟳埔女服饰文化内容相关的

民俗体验馆、旅拍店、文创商店

等，也随处可见。”黄丽泳说，为了

让更多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蟳埔

女服饰文化，她的店里提供的都

是传统的“簪花围”头饰和大裾

衫。以前店里每天只有几个游客

来体验，现在每天最多时能有一

两百人来店里体验。

福建是非遗大省，畲族服饰、

惠安女服饰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们

也是福建省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宁德市山哈服饰工作室，

高级工艺美术师、闽东畲族传统

服饰制作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林章明正在赶制一套畲族服

装，只见他手拿针线，在布料上穿

针走线、不停翻飞，不一会就出现

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案。

“闽东畲族传统服饰历史悠

久、极具特色，尤其是畲族传统女

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分布

地区不同而略有差异。闽东畲族

女装按地域划分，可分为罗源式、

福安式、霞浦式和福鼎式等；畲族

女装又被称为‘凤凰装’，故按凤

凰式样分又可分为凤头式、凤身

式和凤尾式，非常漂亮。”林章明

介绍。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喜

爱畲族服饰，我们工作室创新把

畲族服饰文化图形化，设计了卡

通人物 IP‘畲娃’‘畲公主’，让一

个个身着畲族特色服饰的卡通人

物化身文化传播大使，助力畲族

文化走向世界。”林章明说，畲族

服饰人物 IP 组图《畲娃》《畲公

主》被全国各地的畲乡广泛使用，

林章明技能大师工作室也入选了

“2023 年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

室”。

走进地处崇武半岛的大岞

村，这里是闻名中外的“惠安女”

集聚地和惠女文化发源地之一。

只见一群惠安女挑着赶海的渔获

在金色的沙滩上行走，阵阵海风

吹动着她们印花的头巾，吸引众

多游客来此观看和拍照。村内，惠

女客栈、惠女艺术摄影基地、惠女

风情园独具特色，带给游客美好

的文化体验。

作为一名“80 后”，惠安女服

饰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曾梅霞身上

一直保留着传统惠安女的朴实与

勤劳，她凭着一腔热爱创办了惠

女风情园。“惠女风情园设有惠女

民俗馆、惠女服饰体验区，配套精

品民宿、海景餐厅等，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参与惠女服饰体验。”曾

梅霞说，她还组建了一支惠安女

模特队，吸引众多海内外摄影爱

好者前来采风创作。

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非遗传承

人不断创新，推动传统服饰变

流行时尚，让蕴含传统文化基

因的国潮与青年实现“双向奔

赴”。

福州市罗源县松山镇竹里

村是传统的畲族名村，在竹里

村的畲族服饰传承示范基地，

畲族服饰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兰

银才正和父亲一起研究畲族服

饰新的样式设计。他的父亲是

畲族服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兰曲钗。“我 18 岁就开始

跟着父亲学习传统畲族服饰制

作，至今已有 20 多年了。”兰银

才说。

罗源式畲族服饰文化积淀

深厚，传统样式保存最为完整，

1975 年被指定为全国畲族女性

服饰的代表装。

作为畲族服饰的传承人，兰

银才始终致力于畲族服饰的传

承创新。“我制作的畲族服饰大

多是私人定制款，对于结婚或

是收藏需要用的礼服，我会更

注重传统，守住畲族服饰的原

汁原味；对于舞台表演用或是

旅拍用的服饰，我会更大胆创

新，将畲服元素融入现代元素，

更加时尚靓丽，这些款式的畲

族服饰比较受年轻人的喜爱。”

兰银才介绍，现在他们的畲族

服饰传承示范基地每天都有订

单，2023 年全年销售额超过 200

万元。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创新

畲族服饰，让更多人了解畲服

文化，爱上畲族服装。

随着惠安女文化和旅游市

场逐渐火热，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到惠安体验惠安女服

饰。“为了方便游客体验，我们

推出了 20 多个惠安女服饰体

验点，包括如约巧遇惠女体验

馆、惠女服饰传习所、惠聚仙

华服文创馆、惠安五洲建材城

海娘子惠女服饰工作室等。在

这里，游客还可以把惠安女服

饰，以及带有惠安女服饰元素

的文创产品带回家。”惠安县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文化股负

责人说。

此外，福建各地还开展一系

列活动，掀起了一股“最炫民族

风”。今年 3月，由泉州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丰

泽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4 年丰泽区“海丝·蟳埔”国

潮非遗节举办，现场推出的海

丝国潮非遗时尚大秀格外引人

注目。

大秀的服饰设计以“蟳埔女

‘簪花围’、南少林、南武当”三

大文化 IP 为主线，以更日常为

出发点，融入了金苍绣、闽绣、

扎染、雕刻等非遗代表性项目

技艺，展示了由福建、台湾地区

服饰设计大师及鞋服龙头企业

携手创作的数十款非遗时尚作

品。

活动现场，第一届“匹克杯”

中国蟳埔女服饰大学生创意设

计大赛启动。大赛以“丝蕴泉州

服创未来”为主题，聚焦蟳埔女

传统服饰，结合最流行的现代

设计元素，通过创新的方式重

新诠释蟳埔女传统服饰，展现

其独特文化魅力和时尚艺术

感。据透露，大赛将持续至今年

7月。其间，将成立蟳埔女服饰

设计联盟、大学生蟳埔女服饰

设计基地，举办蟳埔女服饰设

计主题研讨沙龙，让蟳埔女传

统服饰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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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怎样让非遗服饰火“出圈”？

泉州市丰泽区蟳埔女服饰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供图

欣赏海丝国潮非遗时尚大秀、跟着传承人体验非遗服饰制作、身

着蟳埔女服饰打卡拍照……近年来，福建深入挖掘非遗服饰的独特

价值，通过创新非遗服饰展示、打造非遗服饰商品、开展非遗服饰培

训等方式，展现非遗服饰的独特魅力和风采，吸引更多年轻人爱上传

统服饰文化，助力做大做强非遗服饰产业，让非遗服饰火“出圈”。

创新传承展现非遗服饰神韵

对接市场让传统服饰变时尚

业内有关专家认为，“现在传

统服饰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

和喜爱，这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是对中国文化的探寻，是

文化与审美的回归”。

近年来，福建省积极引导各

多方合力助力国潮服饰“出圈”

一针一线绣出世间繁华，一

丝一缕传承文脉匠心。近年来，

随着非遗服饰与现代设计巧妙

结合，各类创意服饰不断涌现，

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

成为他们追捧的潮品。为此，福

建省相关部门通过举办培训、

加大宣传推广等方式，积极推

动非遗服饰火“出圈”。

作为 2023 年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班

次之一，去年 8 月，福建省非遗

服装与饰品研修班在福建艺术

职业学院举办。此次培训采用

“专题讲座 + 现场实践 + 观摩

研讨 +动态展示”等方式，邀请

多位非遗保护专家、畲族服饰

名家，围绕“民族民间服饰非遗

传承与当代服装设计”“惠女传

统服饰纹样的文化内涵”，以及

畲族新娘传统工艺等内容开设

专题讲座，来自全省的 25 名学

员参加了培训。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培

训，通过为期一个月的研修培

训，我加深了对活态传承的理

解。”培训班学员雷成松说，“此

次我创作的作品《畲奢》采用畲

族传统纹样定制针织螺纹，实

际应用于 T 恤的螺纹领口，使

最简单的 T恤单品也具有畲族

元素和特色，让畲族服饰更符

合大众品位。”

惠安姑娘张美玲创作的作

品《追逐》，将传统惠安女服装

造型与现代裁剪相结合。“‘封

建头’大花头巾改成小发巾，保

留惠安女‘节约衣’短衫、露肚

脐‘民主肚’装，选用织金布料

更显时尚感，‘浪费裤’裤装改

用皮革加金属链造型，通过贴

布绣技法与服装面料相结合，

力求表达出新时代惠安女朝气

蓬勃。”张美玲说。

此外，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将非遗服饰融入“海丝起点 清

新福建”品牌体系进行系统化

宣传，并依托省文化和旅游厅

官方媒体矩阵以及抖音等新媒

体平台，对非遗服饰进行宣传；

组织参加各类文化和旅游推介

活动，让更多游客看到福建非

遗服饰的独特魅力。

（李金枝来源：中国旅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