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郝秋霞不仅是鲁锦织造技艺的传承
人，还是嘉祥春秋源鲁锦制品厂董事长兼春秋源
鲁锦博物馆馆长。这些年，她不仅致力于保护和
传承鲁锦文化，还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加入
到文化传承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据郝秋霞介绍，过去一年，嘉祥县春秋源鲁
锦制品厂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充分发挥产业优
势，为附近村民提供了50余个就业岗位。工厂
采用灵活就业模式，既为部分村民提供了就业岗
位，又让他们在家门口参与传统手工艺生产，实
现了增收与文化传承的双重目标。同时，嘉祥春
秋源鲁锦博物馆也探索出了鲁锦的“新发展”路
径。博物馆以鲁锦文化为核心，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研学游活动，去年共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其
中有不少外国游客。

“我们的研学游活动不仅让游客了解鲁锦的
历史背景和制作工艺，还设置了互动环节，让游

客亲自体验织布过程。”在郝秋霞看来，这不仅增
强了游客对鲁锦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也促进了
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博物馆还定期举办鲁锦文化
讲座和展览，邀请专家学者分享鲁锦的历史渊源
和现代应用，进一步扩大了鲁锦文化的影响力。

展望新的一年，郝秋霞表示，她将继续致力
于鲁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继续发展家庭手工坊
建设，利用“企业+农户”的联农共富机制，让更
多农民受益。通过广泛搜寻鲁锦传统手工织布
艺人，为其提供专业艺术设计指导，帮助他们了
解现代审美需求和市场趋势。同时，通过电商平
台、社交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鲁锦文化与产品，
推动鲁锦文化传承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我希望鲁锦不仅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更
能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会
不断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并使用鲁锦，让鲁
锦文化代代相传。”郝秋霞说。

“希望鲁锦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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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锦里的新春密码

即将到来的乙巳蛇年春节，是“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非遗的年味儿显得格外浓郁。早在
2008年，鲁锦就因其独特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
在济宁，就有这样一位心灵手巧的鲁锦技艺传承人——郝秋霞，她的作品里蕴含着新春的密码。

1月21日，记者走进曲阜市大布鲁锦工作
室，仿佛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各种鲁锦
成品琳琅满目，从精美的织物到精致的手工艺品，
无不展示着鲁锦的独特魅力。郝秋霞坐在一台传
统织机前忙碌着。“春节对我们来说，不仅是阖家
团圆的时刻，也是展示鲁锦文化的好时机。每一
件鲁锦作品都承载着我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郝
秋霞说。

在工作室内，记者看到了许多为春节特别设
计的鲁锦产品。例如，一款采用鲁锦百纳缝工艺
制作的蛇妈妈布艺玩具，旁边围着一圈颜色各异
的小蛇。为了突出新春元素，郝秋霞还设计了蛇
元素的红包袋、杯垫、肚兜等，“这些作品不仅体
现了鲁锦的传统工艺，还融入了现代设计理念，
更符合当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郝秋霞不仅是鲁锦织造技艺的传承人，更是
将这一传统技艺融入家庭记忆的守护者。对她

而言，春节与鲁锦是分不开的，儿时的记忆里充
满了妈妈制作新年礼物和全家合力织造鲁锦的
温馨场景。“我们小时候，妈妈忙着织布、做毛巾，
还会剪裁新棉衣，这些手工制品是妈妈送给子女
的爱，也是春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到春节前
夕，妈妈都会在织布机前忙碌，兄妹几人在她的
带领下各司其职，有的帮忙准备原材料，有的协
助整理成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参与鲁锦的织
造过程。

“每年春节，家里的门帘、桌布、毛巾等都是
我们一家人合力织造的，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新
春的祝福和家人的温暖。”在郝秋霞看来，春节期
间，家里的鲁锦制品不仅仅是装饰品，更像是家
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门帘上精美的图案象
征着新年的好运，桌布上的花纹则寓意着团圆和
幸福，而妈妈亲手织造的毛巾带着满满的关爱与
期望，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鲁锦不仅是新春的载体，更温暖了我的童年记忆”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苏茜茜 李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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