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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
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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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阔海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
转”。在我区东北部和东三省
一带，地方戏二人转可谓家喻
户晓，人人都能哼上两句。

新中国成立前，赤峰、通
辽一带以及东三省地区，以戏
班子形式出现的二人转十分
常见。每到过年前，二人转戏
班子就会出现在大车店或者
集市上，演员们在一块空地上
画个圈子当舞台，再放两三个
长条凳子，旦角和丑角就可以
演出了。

那时候，收入不以门票
计。如果是在大车店演出，进
来看戏的人把准备好的豆包
递给戏班子老板，老板放进早
已准备好的一个麻袋里，这就
是演出收入；要是在开放的集
市上演出，就跟打把式卖艺的
一样，靠围观的人打赏挣钱。

另有一种炕头二人转，听
起来容易被人误解，其实，这
是由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和
独特的建房形式而决定的演
出方式。东北地区冬季最低
气温能达到零下30至 40摄氏
度。那个年代，东北人口多的
家庭盖房子往往是联炕，就是
一间外屋供烧火做饭，拐进里
面是三四间屋子打通的大通
间，进而是连起来的大炕。

寒冬腊月，这样的房子不
仅能容纳很多人，炕的面积
和高度也恰好当舞台，加上
老乡们要让喜爱的演员在最
暖和的地方表演，于是，这样
的表演形式就被通俗地称为
炕头戏。

因为演出场地限制少，二
人转经常被误解为很简单、很
一般。其实，它是非常考量演
员功夫的戏种。在二人转里，
角色间会出现“跳进跳出”的转
换，比如，二人转《猪八戒拱地》
当中，丑角扮演猪八戒，旦角扮
演小媳妇，演出中，无论丑角还
是旦角，都会根据剧情跳出来
扮演“第三方叙说”的角色，而
且“跳进跳出”自然无痕、行云
流水，让老乡们看得明明白白，
演员功力可见一斑。

二人转的魅力不止戏剧形
式，也在于漫长的演变过程。

二人转也叫一副架，源于
大秧歌。

大秧歌的演出形式是男的
一排、女的一排，排队行进或者
插花行进，期间也可能增加小
媳妇骑驴回娘家或者《西游记》
等情节性元素，但是，主体上还
是以舞蹈为主。从大秧歌里抽
出一副架——一男一女，女的
演旦角、男的演丑角，加上故事
情节，就成了二人转。

大秧歌是一种具有悠久
历史的舞蹈形式，有学者研究
认为，它是古老先民祭祀舞的
民间演变，二人转则取其艺术
精华而成，主要表现为边唱边
舞和借鉴先民祭祀时“跳进跳
出”的表演形式。

在山东、河北人“闯关东”
后，大秧歌的表演中融入了

“关内”的一些艺术形式，二人
转也把河北民间舞蹈“落子”、
京剧化妆等元素吸收进来，同
时，随着京城流行的民间鼓词
子弟书流入东北一带，特别是
其七言唱词的创作形式，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二人转。

种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形
成了如今人们看到的二人转。

二人转的经典剧目题材
多取材于中国古典神话、四大
名著以及古老传说，内容无不
体现出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知
恩图报、鼓励勤奋、鞭挞懒惰
等传统美德。

因此，二人转无论从形式
上还是传统内容上，都是典型
的各民族文化融合且具有传
承脉络的戏曲艺术。

二 人 转二 人 转 ：：文 化文 化
融合的戏曲艺术融合的戏曲艺术

【见证】

“保留传统技艺 融合现代生
活”，这是温永华制作六合枕的宗旨。

近年来，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她几经改良，把六合枕从六孔发
展到了一孔、十孔以及十四孔，工艺
制作难度逐渐加大，使用场景更为多
元，六合枕里的填充物也由过去的扁
谷子、荞麦皮发展为现今的苦荞壳，
枕着更为舒适。

“传统六合枕的高度是14公分，
要求人侧睡，但是，现代成年人的肩
膀宽度平均超过了 14公分，这样的
高度不仅有些高，而且长时间固定一
个姿势，不利于良好睡眠，于是，我又
创新了单孔枕头，起名开心耳枕，它
只有一拳头高，既可以仰睡，也可以
侧睡，枕在上面很舒服。”温永华说。

之后，根据顾客反馈，温永华又发
明了适用于不同坐姿的六合枕。

外圆内方的靠枕恰似中国古钱币，被称之为
有钱花；宝葫芦样式的靠枕可以让人的整个后背
靠上去，寓意福禄双全；长期开车的人一般颈椎
不太好，于是，有了元宝状的颈枕；为了让车后座
乘坐的人手肘舒适，有了十孔的肘枕，并且在上
面绣了云纹、石榴等吉祥图案……这些系列的六
合枕供不应求。

2021年、2022年、2023年连续三年，六合
枕系列产品在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奖。如
今，六合枕系列产品更是成为自治区、包头市、
东河区三级政府指定的伴手礼。

2015年，在包头市妇联的帮助指导下，温
永华创办了六合枕手工坊，至今共对包头市、
呼和浩特市等地的 2000 多名妇女进行了培
训，让她们居家即可挣钱，实现灵活就业。

“六合枕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更为重要
的是，它帮助很多人获得了经济收入，这是我
最为欣慰的。”温永华说。

（图片均由温永华提供）

□本报记者 高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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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40年代，温永华的
姥爷和姥姥带着家人从山东烟
台来到内蒙古包头市定居生
活，一块带过来的，还有祖上
留下来的一个蓝布六合枕。

“那时候生活辛苦，家人没
有闲情逸致制作六合枕，它一
直被压在柜底，直到20世纪80
年代，我母亲退休后为了打发
时间，才把它翻出来，照着做了
个一模一样的，而且色彩更鲜
艳、更漂亮。”温永华说，这是她
和母亲制作六合枕的开始。

温永华的母亲杨翠英手很
巧，钩、织、绣等女红样样做得
精。在母亲的影响下，一样心灵
手巧的温永华从小也开始缝缝
剪剪。

起初，温永华和母亲制作六合枕只是
想给家里的晚辈当作结婚礼物，没想到，
亲戚朋友看到后，都说好看，纷纷讨要，于
是，母女俩做的六合枕渐渐多了起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位朋
友把温永华制作的六合枕带到了北京，
被当时唯一一家入驻故宫博物院的丝绸
馆看中，并下了订单，直到现在，双方仍
有合作。

同年，为了能使手艺流传并不被“盗
版”，温永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六
合枕实用新型专利。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温永华和母亲
也越来越忙，母女俩每天早晨五点多起
床，稍微收拾一下后，便开始手工缝制六
合枕，常常做到深夜。

温永华说，六合枕看似简单，其实做
起来工序复杂，需要 36道工序、3000多
针，枕面布料要选用绣花讲究的织锦缎，
开孔花蕊要选用素缎，两者面料要搭配
讲究，颜色花样更要和谐美观，而且，填
充一个枕芯需要花费三至六小时，每一
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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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靠枕福禄靠枕。。

车用颈枕和小耳枕。

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枕头
实物，是湖北省江陵市马山
1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
竹枕。

据考古学家考证，汉代
以前，虽有铜枕、玉枕，但是，
枕头多为竹、木所制；西汉出
现了漆枕和丝织枕头，用天
然香草做枕芯；唐宋时期，瓷
枕最为盛行；明清以后，纺织
印染业发达，枕头变得丰富
多彩起来。

而六合枕，始创于清朝
鼎盛时期山西的票号中。

相传，当时供职于日升昌
票号的账房先生常年忙碌，白
天浑身疲乏，夜里失眠多梦。

他的夫人担心他的身体，日思夜想后，
为他缝制了通风透气的六孔枕。

枕在六孔枕上，账房先生感觉耳
朵、脸部和后脑轻松了很多，睡意很快
袭来，连着几日都没有失眠。很快，六
孔枕的特殊功效就在票号里传开了。

六孔枕即六合枕。
温永华，68岁，包头市人，六合枕

手工制作技艺自治区级第四代代表性
传承人。

她说，“六孔”分别代表天、地、东、
西、南、北，孔孔相通，因此取名为六合
枕，寓意票号追求汇通天下的理想。
六合枕在当时逐渐成了身份的象征。

民间传说中，六合枕还和慈禧太
后有着不解之缘。

据传，慈禧出宫行至山西平遥，人
困马乏，入夜后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
眠，当地官吏得知后，献上了六合枕。
慈禧枕后，安然入睡，第二天也神清气
爽。她得知六合枕的寓意后，大悦，脱
口说道：“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啊。”于
是，给六合枕赐名为泰。

因此，六合枕又名六合泰枕，并传
入了宫廷，逐渐成为晚清达官贵人的
专用枕头，民间很少见到。

清朝时，温永华祖上的一位先人
在京城的一个一品官员家里当奶妈，
官员家里使用的就是六合枕，闲暇之
余，这位先人和其他下人学会了制作
六合枕，后把这份手艺教给了家里人。

如 何 保 护 非 遗 技 艺 ，使
其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进程，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自治区级非遗技艺六合
枕的传承发展之路就是很好
的例子。传承人温永华不仅
让六合枕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而且还使
它重新走进“宫廷”，最重要的
是带动了更多的人实现了灵
活就业，坐在家里就可以挣
钱，让古老非遗的价值在现代
社会得到了充分体现。

回观很多融入现代社会
的非遗技艺，无不像六合枕一
样，紧跟时代，汲取现代滋养，
不断茁壮成长，从而长得更
高，走得更远，活得更精彩。

对于非遗文化，“用”是最
好的传承，也是最大的发展。
从几年前的《国家宝藏》《我在
故宫修文物》到这段时间的

《中国国宝大会》第三季、《文
脉春秋》等文化类节目的热
播，“非遗”元素融进了餐具、
茶器、酒器、香器、灯具中……
全社会对非遗文化的关注度

持续提高，非遗文化正在融入群众生活。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以来，多地主动

将非遗工作融入脱贫攻坚工作，将传统工艺传
习所、闲置场所等进行改建或扩建，帮助贫困人
口、居家人员学习传统技艺，促进就业增收，古
老非遗与时俱进，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

事实证明，古老非遗只有走入寻常百姓家，
才能在融入现代生活中实现非遗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只有让“静态”的非遗变“活”、变得会“说
话”，才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走近百姓生活，
才能重新焕发出魅力、释放出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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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三孔耳枕。

靠枕。

六合枕细节精致。

“生财有路”开心耳枕。

多孔迎手。

靠枕。

六合枕六合枕：：孔孔相通孔孔相通 天地人和天地人和

天地人和，路路畅通，汇通天下。
这是六合枕的美好寓意。
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合枕外形独特，六

个面、六个孔、六朵花，孔孔相通，软硬适中，枕在上面，耳
朵、脸部、后脑不会被压，不会产生发闷、发烫、发热的感
觉，有助人快速入睡。

有着百年历史的六合枕，曾经，从宫廷走向民间，如
今，它又从民间走进故宫博物院，一针一线里，连缀着文
化传承故事；一里一面中，尽显中华文明底蕴。

传统技艺· 融合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