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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篾香的芬芳到老醋的沉醉，从朦胧之美的纸织画到
寸劲十足的白鹤拳，永春县的非遗文化可谓绚丽多彩。全县
64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岁月沉淀，不仅融入永春人的
日常生活，成为当地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同时也是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五里街是永春最具历史感的商业古街，每到周末，国家
非遗项目永春纸织画的泉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志恩，就
在街口的门店前向游客展示纸织画的制作技艺。林志恩说，
纸织画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法，每个人都学得会，它通过纸
编技艺，重新解构一幅绘画作品，呈现“雾里看花”的朦胧之
美。这些年，林志恩除了对纸织画的制作设备不断改进完
善，还常在学校开设讲座，让孩子们从小知道有这样一种美
的创作方式。

跨区域的交流常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中国传统的香文
化与源自阿拉伯的制香技艺碰撞融合，历经数百年发展，在
永春造就庞大的制香产业，成就了“中国香都”的美名。2021
年 6 月，以“永春香”等为代表的福建香制作技艺，被列入国
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目前永春县有制香企业近 300 家、香
品 1000 多种。永春香在国内市场的销售覆盖率达 80％以
上。在东南亚地区，每 3 根篾香就有 1 根由永春生产。制香
的仪式感和闻香的个性化选择，则成为永春香文化推广
的新潮流。

顺潮流而动，是传统文化发展的趋势。地处永春仙夹镇
山区的龙水村，是省级非遗永春漆篮的发源地。“竹篮提水
水不漏，小可藏针大当橱”——永春漆篮融竹编技艺与漆画
堆雕技艺于一体，古朴精巧，经久不腐，在漫长的岁月中，曾
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器具。在新时期，永春漆篮
承载的不只是乡愁，其工艺越来越精巧，产品不断创新，制
成坤包、高档首饰盒、漆画贴金、竹漆杯托及各种工艺品。如
今，龙水村建起漆篮历史文化展示馆，开了民宿，也迎来研
学旅游的团队。

市场让老工艺经历了磨炼，也找到新的增长点。
闻香识永春，醋香不可少。作为中国四大名醋之一的永

春老醋，其酿制技艺有别于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四川保
宁醋的固态发酵方式，是唯一以液态复式发酵酿造的，被列
为省级非遗。三年成酸，五年增香，复杂的工序、漫长的周
期，曾在一段时间内让永春老醋面临“有特色没市场”的产
业困局。近几年来，永春多家醋企保工艺、增产量、创品牌，
在坚持工艺和品质的同时，用现代化技术扩产增容，打造差
异化的品牌，市场也慢慢打开了。

在永春，人们在传承中不断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和磨
合，保持“活态”，对接市场，融入生活，更新不止，让永春非
遗绽放更多的光彩。

天气转暖，艳阳高照。在南平市建阳区将口镇东田村，农民抢抓农时育秧、修整土地，开始春季生产，
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南平市乡土科特派推广员丁永生说：“我们成立芹溪农林专业合作社，经过土地
流转，合作社整合土地 1200 多亩，全部种植水稻，并进行水稻和果蔬轮作。” 本报记者 吴鹏 摄影报道

33月月 1313日日，，东田村村民在地里养护葱苗东田村村民在地里养护葱苗。。

南平市乡土科特派推广员丁永生（中）与东田村村民交流种植技术。

农田育秧。

永春县仙夹镇龙水村，永春漆篮制作技艺传承人郭志煌向年轻人传授漆篮工艺。十年前郭志煌从深圳回村带领乡亲重振漆
篮产业，如今，龙水漆篮年产值从当初的 170多万元增至近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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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场上，金、红、黄等各色“花朵”竞相盛放，让游客流连忘

返。这是永春制香手艺人晒香而形成的“跺香花”风景线。
②在永春县五里街，纸织画传承人林志恩为孩子们演示纸

织画的基本技法。
③永春县侨新老醋厂的大醋缸，成为工业观光的一个看点。
④游客品尝用老醋调配出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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