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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鲁西民间艺术体验馆
与古城的氛围很搭，来访的客人也很
喜欢。”1月9日，冬日的阳光照在梁平
的脸上，勾勒出她的自信和光彩。她
说，新的一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将鲁
锦产业做大做强。

身为鲁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山东省民间工艺
大师的梁平，还担任着鲁西民间艺术
体验馆馆长的职务。她穿着朴素，充
满活力，完全不像年逾花甲之人。

鲁锦有贴心的温暖和记忆

“绫罗缎匹文龙绢，胡皱蜀锦并
杭纺。各色呢绒来海外，印花被面出
本乡。”这段《秧歌调》，形象地反映出
东昌手工艺花纹布在清光绪年间的
社会影响力。明清时期，鲁锦被作为
皇家贡品，所以，鲁锦也被称为“贡品
布”。

“东门走西门窜，恁来看看俺的
麻布衫，穿到身上真舒坦，养生养心
又安眠。”受家里人的熏陶，梁平小时
候就跟奶奶、母亲学习织布，“咔嗒咔
嗒”的织布声伴随着梁平长大。到现
在，梁平专业做鲁锦也有十几年了。

鲁锦又叫花格布、老粗布。“它有
许多优点，比如冬暖夏凉、不起静电、
透气性好等，穿在身上暖暖的，就像
躺在妈妈的怀里。”梁平如数家珍，诉
说着每一件鲁锦作品的“前世今生”。

鲁西民间艺术体验馆内，梁平创
作的鲁锦产品、文创产品花样繁多，
像一座民间艺术“大观园”。该馆成
立几年来，已成为宣传普及鲁锦文化
的基地和非遗知识互动交流的平台。

做鲁锦不易，要在创新中传承

“相比机器织布来说，手工织布
的人工成本高，订单多的时候生产力
跟不上。”谈起手工织布的情况，梁平
坦言。经过反复学习与钻研，她认
为，守正创新、改进工艺才是出路。
制作过程的不易，造就了鲁锦独有的
品质；制作工艺的创新，让鲁锦在市
场竞争中占得优势。

“这只‘小老虎’很温和。”看着自
己制作的小老虎玩偶，梁平神情柔
和，眼睛里满是喜爱。梁平结合现代
人的审美，研究了鲁锦的新色彩、新
图案，并加入了文字元素，制作了更
符合现代审美的鲁锦新产品。家乡
的民俗风情和百姓喜欢的花色样式，
梁平都了然于胸，这也是她设计时的
底气。梁平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使
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目前，梁平在沙镇、道口铺街道、
李海务街道三个乡镇（街道）设立了非
遗工坊，带动30余名妇女加入织布队
伍。她们用鲁锦制作的床单、挎包、帽
子等产品销量日益提升，尤其是小玩
偶，深受年轻人喜爱，供不应求。

最近，梁平又设计了保健枕，里
面加入了整棵艾草以及多种中草
药，气味清香，一经面世就广受消费
者欢迎。

干自己喜欢的事，很知足

谈起 2024 年的打算，梁平说，她
准备在春节前开直播，打通鲁锦的线
上销售渠道。济郑高铁的开通，拉近
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最近，她
将去外地参加活动，推荐自己设计制
作的几十种文创产品。

2023 年，梁平还获得了第一届
全国农民技能大赛手工刺绣类三等
奖。她高兴地说：“我的作品获得了
专家的肯定。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很知足。”2023年，梁平开展了20
多次非遗进社区、进校园活动，
新一年的活动计划她也已列
好。

新的一年，梁平将继续
努力，设计更多更好的作
品。她说，只有不断推
出好作品，将非遗发
扬光大，才能对得
起“非遗传承人”
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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