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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符号，宣传中国形象

——记狄寨泥哨、纸扎灯笼技艺调研

（丝路长安队 供稿）7 月 8 日，我们乘车两小时

来到了狄寨——这个坐落于古老神秘的白鹿原、有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养育了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的小村落，准备进行对狄寨泥哨制作工艺、纸扎灯笼技

艺的调研。

我们首先找到了纸扎灯笼的传承人屈美丽。屈美丽

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在她的家里，我们看到了

许多纸扎的灯笼。大白

兔、大公鸡、凤凰等等，

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十

分形象可爱。放入灯点亮后，更是漂亮。之后屈阿姨十

分热心地为我们讲解灯笼的做法流程以及它的用处、场

合等。

纸扎灯笼常用于庆祝节日，比如春节、元宵节等。

平日里也可用做家居装饰，精巧美丽。这些纸扎灯笼看

起来好看，但做起来却是难之又难。别看它大体上略单

薄，但细细研究后会发现纸扎灯笼可大有门道。每一个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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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都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精准的位置落点，否则整体效

果会非常不好看。灯笼的工序复杂繁多，一天下来，可

以称之为成品纸扎灯笼的，少之又少。但尽管麻烦，看

着薄薄的纸张在手艺人的精雕细琢下魔法般地变成瑰丽

的艺术品，令人敬佩，令人称奇。

我们听着屈阿姨讲解，佩服屈阿姨的心灵手巧的同

时，也感叹着祖国古代劳动者的智慧。遗憾的是，屈阿

姨最后提到了这些技艺的传承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许多年轻人因为没有耐心，浮躁等原因，无法静下心做

这些精细的活儿。在最后问及到纸扎灯笼的收入以及此

技艺的传承人时，屈阿姨十分遗憾地告诉我们由于现代

生活压力十分大，虽然政府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保护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纸扎灯笼的收入仍不容乐观。不

过，我们认为传统文化产品一定会在现代背景下找到它

的春天。比如时下流行的古装剧，其中有很多部的装

饰，道具都用到了纸扎灯笼，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有

力的媒介来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工艺品。

第二天，我们再一次前往狄寨，探访狄寨泥哨第一

代传人——徐文岳老人。“娃娃哨”也叫“泥人”，

“泥叫叫”，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品，主要有民间祭

祀和儿童玩具两种用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2007

年 5 月，灞桥区狄寨徐文岳的手工泥哨制作技艺列入陕

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确

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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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寨老汉徐文岳可以被称为当代娃娃哨制作手艺的

一代大师了，他的娃娃哨手艺来源于过去的鱼化寨，后

经他细心研究，在传统娃娃哨工艺上做了很大的改良，

逐渐演变成他自己的一种风格，自成一派。后来，徐文

岳老人又把他的这项手艺传授给他的儿媳刘新霞，刘阿

姨便成为了这项工艺的继承人。

我们此次白鹿原狄寨之行便采访了刘阿姨，她也很

细心的为我们在制作娃娃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说：一

个“娃娃哨”，从取土、和泥到制坯、模子成型、透

哨、晾晒、烘烤、彩绘、罩油等，要经过十多道工序、

历时三四天才能完成。所选泥土不仅要有粘性，而且一

定要未被污染的。这些用模子做出的泥人原型，经过几

天的晾晒、烘烤后，再给它们画上眉毛、胡子和花花绿

绿的衣服，这些泥人就变成了“赵子龙”、“姜子牙”

或 “二郎神”等。头上有窟窿的泥人，一吹就可以发

出声音，叫“娃娃哨”。窟窿在脚底下的泥人吹不响，

只能插在祭祀盒子上面，叫“祭祀泥人”。哪家有“白

事”了，亲戚就会买去当礼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街串巷的货郎去城隍庙批发

小百货时，“娃娃哨”总是不会少的。因为销量好，那

时候，鱼化寨整个村子的人几乎都在做“娃娃哨”。解

放初，“娃娃哨”曾被作为中国民俗工艺品的代表漂洋

过海到瑞士展览，解放前一个卖 2 分钱，后来涨为 2 角

钱。直到 1962 年，一个模具可买 3-5 元钱，相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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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哨”赚钱，但销量较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娃娃哨”被当作“资本主

义尾巴”割了，这一打击，使“娃娃哨”再没红火起

来。1980 年前后，有人将“娃娃哨”装进纸盒贴上标

签，给几家宾馆送，但市场销量很小，一天顶多销出一

二十个，无法维持，被迫停止。

直到后来“娃娃哨”自身的艺术价值和民间手工工

艺不断被认可，在北京展览中全部被人收购，组织方按

一个 5 角钱结账。当时徐文岳老先生还是“娃娃哨”的

“主要生产力”，但他并没有接后来的大订单，因为少

则几千、多则上万的货量，仅凭老先生一人之力是很难

按时完成的。

随着时间推移，“娃娃哨”的市场越来越小。现在

一个“娃娃哨“一两元钱，就算在狄寨镇的集市上，也

不会有更好的销量。虽说现在的泥哨陆续被人订购，也

才是二十元钱卖一个。如果没有更好的民间继承，二十

元钱的“娃娃哨”又能卖多少呢？

现在，人们购买泥哨大多是赠送亲朋好友，完完全

全把其与各种土特产混为一谈，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文

化意义。不带哨的江苏无锡惠山泥人如今名声响亮，而

带哨的鱼化寨娃娃哨却“哑”了。本是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扬，可现在却面临失传，如果真是那样，那实在

是地区民族文化的一种巨大损失，所以当地正在筹划对

这种技艺进行有效的保护。“我们欢迎有这方面爱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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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做‘娃娃哨’。”这就是现在的泥哨手工艺人最大

的心愿。

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能为这些优秀文化的传承做出

什么贡献呢？这种想法不断在我们的脑海中盘旋，不由

感到身上责任重大。这些文化技艺传承发展的大任，我

们责无旁贷，也期待着我们此次实践，能为推广我们古

老又珍贵的文化产品，做出一点绵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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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安小微，调研投资融资

（长安微光队 供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长安微

光”队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于陕西西安的回民街、海

星商贸城等小微企业聚集的地段进行了挨家挨户地走访

了解，采访了不同产品分类、不同企业规模的小微企

业，研究位于“一带一路”内陆高地的小微企业所面临

的投融资问题。

在与店家交流后，我们最终了解到的小微企业现实

问题有如下几类：

一是银行放贷门槛高。在黔东南玉芬银饰有限公司

旗下的一家银饰店采访

时，队员问及店家是否

向银行申请过贷款，贷

了大概多少资金？店长

告诉我们，作为小微企

业向银行贷款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在进一步的访问

下，该店长诉说了他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银行只承认

类似房产性质的不动产证明而不考虑企业的运营情况，

如果店家没有当地的房子或者店铺门面就贷不到款。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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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玉芬银饰有限公司在贵州注册，后来在西安

租的店面进行发展，不具备借贷条件于是贷不到款。而

通过后续走访我们也发现这样的情况非常多。不少小微

企业只是租的店面，而租店面的原因一些是因为资本有

限，另外一些是外来企业来此发展，都不具有当地不动

产，不符合银行的放贷标准，而难以向银行贷款。

二是企业对银行缺乏信任。“有时候排了一上午的

号，好不容易排到，又说少了材料。有时候跑一个星期

也跑不下来，银行贷款太难了，不如向亲戚朋友借钱方

便快捷。”海星商贸城的一家手机配件店店主说道。

通过对另外几家小微企业调查发现不少小微企业认

为银行是由政府扶持的，有着放贷门槛高、放贷资金

少、放贷不及时等问题，因此在企业急需资金时，他们

宁可选择更高利率的民间借贷机构，而放弃银行贷款。

小微企业对银行普遍存在不信任和一定程度的误解。

三是银行企业信息不对称。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

不同银行有不同的放贷条件且多数银行将自己的放贷条

件写在了自己的官网上。而且除了民生银行、中信银行

对小微企业贷款有更多方式更多优惠外，在西安当地的

长安银行也有非常多的贷款产品。但在走访中，很多小

微企业表示不清楚哪些银行在这方面有相关优惠，所以

就存在在一家银行碰壁后就不再选择向银行贷款的方式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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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上述问题后，在接下来的几天深入调研中，

我们团队将带着发现的问题向银行方面作进一步的采访

与分析。然后将了解到的信息反馈给各个配合我们调研

的小微企业。

实践还在路上，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投融资问题

还有一段路要走。

线上线下多渠道，探察企业新思路

（中文西北行队 供稿）2017 年 7 月 6 日，“中

文西北行”队的队员们几经波折，来到了位于甘肃静宁

的静宁欣叶集团果品公司电子孵化园。

还未进入园区，园区对面大片的苹果树就吸引了我

们的视线，郁郁葱葱的果树上已经结出婴儿拳头大小的

果实，果农细心地为它们套上了纸袋。

进入园区，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负责物流配送的分

拣中心，旁边紧挨着的是一座氟制冷保鲜库。队员们来

到园区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得到了工作人

员地热情接待。

走进办公楼，现代化的办公设施让我们眼前一亮。

一楼大厅是产品展示区，苹果、果汁、果醋等一系列产

品应有尽有。在二楼的办公室，我们找到了负责电子商

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并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首先，我们就静宁欣叶集团果品公司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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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和销货渠道进行了提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

主要经营静宁当地的土特产---苹果、野蜂蜜等产品。

进货主要采取公司自主采购方式，公司从合作农户手中

直接进货，供货量一直比较平稳。在销货渠道方面，他

们采用了线上和线下多渠道相结合的手段：线上充分运

用了各大电商平台：微店、天猫、京东都有专卖店；线

下在兰州也有实体店。

当队员提问线上销售情况更好还是线下更好时，工

作人员告诉我们，线下的实体店经营远比线上更好。究

其原因，静宁苹果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物流成本过高。目前甘肃静宁还没有通火车，

因此主要采用公路运输的方式，运输量小、成本很高，

平均每斤苹果的运输成本就达到 0.8-0.9 元。

二是宣传力度不大。目前静宁苹果虽面向全国销

售，但名气远不如山东烟台苹果等著名品牌，因此消费

者在对静宁苹果的品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不会优先选择

静宁苹果。而且公司宣传成本较高，宣传力度不够，工

作人员同时也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宣传。

三是价格优势较小。由于运输和宣传成本的限制，

苹果单价居高不下，在市场上由于许多地区消费者对静

宁苹果了解较少，在价格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销售量一

直不高。

四是假货充斥市场。在一些地区，假货依靠低价横

行市场，这样不仅损伤了静宁苹果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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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利于树立品牌口碑，也导致了真正的静宁苹果滞

销，对静宁苹果的销售有不小的冲击。

队员们在采访后对课题有了初步认识。有队员提

出，“政府目前有哪些政策扶持？是否举办大型产品推

介会等活动？静宁苹果

销售还希望政府提供什

么样的扶持政策？”

时，工作人员解释道，

目前举办的政府推介会

大多数针对外贸出口，针对国内市场的几乎没有。而且

目前政府主要的扶持是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降低办公

成本。对此，负责人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企业加大宣传，

使当地土特产走出家乡，同时也希望能够解决物流问题

以此降低物流成本，在建设交通设施的同时，希望在北

上广等地建设物流基地用于仓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物

流困难。

在一系列问题的深入交流之后，队员们对于静宁苹

果的销售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时也感受到当地农业

在艰难中不断发展、不断探索。而我们作为当代大学

生，能够熟练运用电商平台是必备技能，如何利用新平

台帮助西北地区农产品宣传，呼吁更多人关注西北地区

是我们应该肩负的使命。对于我们来说，精准扶贫不应

是简单的嘘寒问暖、发现问题，而是要运用当代大学生

的力量做力所能及之事，才能真正将扶贫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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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苍蝇馆子”，探访舌尖丝路

（经金外公队 投稿）来上海的这几天，天气一直

都是闷热潮湿，似是赶上了一年中南方最为难捱的梅雨

季节。我们全队十个北方人，在这种面对这种天气时丝

毫没有懈怠。走街串巷，拜访隐匿在城市角落各个本帮

菜的“苍蝇馆子”。

上海人民不像上海的天气一样让人感到逼仄，他们

精于生活，善于与人交际。在我们走访的餐馆中，老板

大多热情回应我们的要求，实践倒也格外顺利。因实践

的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了本帮菜的历史和发展现状之

后，对上海有了一种与来

时不同的认识。初见上

海，看到的是车水马龙，

行色匆匆，一派快节奏景

象，霓虹闪耀着每个未归

之人，她的繁华浮在黄浦江之上，流进每一个呼吸着上

海湿润粘热空气的人的心中。可本帮菜带给了我们另一

个全新的视角，透过本帮菜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上

海褪去了往日的躁动，她带着一种海派的清爽，每条巷

子，每个弄堂都像是回荡着吴侬软语和梅派腔调，上海

回到了民国时的自己，繁荣背后多了几分小资情调。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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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穿过街衢小巷，冲进弄堂小餐厅，进门便

急吼吼地寻来阿姨点上一道冰糖肘子，肘子之大使“吃

勿劳”都是自然合理的，打包回家，并上青菜和豆腐，

就又是一道吴越风韵。

人与食物的关系，总是如此奇妙。明明前一秒还是

爱恨情仇，后一秒倏然插入一碗昏黄灯光下的赤豆糖

粥，就多了许多柔情。于厨房处，方得窥见真性情。本

帮菜养了上海人一副本地肠胃，浓油赤酱的响油鳝丝，

鲜香相宜的腌笃鲜，取一勺蟹黄碎碎地铺在白粥上，热

两个咸肉粽，安慰着每一个奔波的人。本帮菜养出来的

上海人，贵在忠贞，哪怕国破离家三千里，吃上一口本

帮菜，也觉得山河仍旧是旧模样。

可这本地风味，倒也不禁锢。咸甜适宜，不过于

酸，不过于辣，没有刺激味蕾的诡谲，多的是把味蕾轻

轻包裹的柔和味道，本帮菜善待着每一个品尝它的食

客。无论是欧洲带着葡萄酒香气的菜肴，北美充斥着墨

西哥味道的快餐，还是东南亚满是咖喱香气的小食，中

国菜系的代表之一—本帮菜可以融合五湖四海的食客期

望的味道。传承多年的中国风情，氤氲在扎根弄堂的餐

馆里，精心调配的酱汁，精准把握的火候，新鲜选取的

食材，经中国妙手的组合搭配，定为世界奉上从上海走

出的中国味道。而这味道，像是符号一般刻在每一个外

国友人的心里。

今日解签，宜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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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漫展——新时代的时尚潮流

（孔雀东南飞队 供稿）7 月 6 日上午 10 时左

右，我们终于结束了排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门前的漫漫长

队，进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动漫展览会。琳琅满目的动

漫产品及展台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们的眼球，我们开始了

长达半天的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们也随机采访了

一些来观展的朋友，也加深了我们对于动漫的理解。

漫展上的人非常多，其中年龄层次跨度也很大，有

还在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有结伴而来的初中生、高

中生，也有一些年纪更大

的资深动漫迷。随着新时

代的发展，动漫已不仅仅

拘泥于为小孩子所设计的动画片形式，动漫已发展为一

个面向广大消费群体的一项庞大产业，其不仅包含动

画、还有动漫周边的手办、模型，还有 cosplay 等服装

类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销售通常由“线上”、“线下”两部分

组成，其销售数据非常乐观，也就是说受到了许多动漫

迷的青睐。国产动漫比较受欢迎的有《秦时明月》、

《魁拔》、《不良人》等，虽然较之于日本动漫，中国

动漫起步较晚，但受访的众多动漫迷们都表示出了对中

国动漫的自信、对中国动漫走向世界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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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会继续坚持“大动漫”理念，聚焦动漫游戏

全产业链，邀请了 300 余家海内外展商参展，海外展商

出展面积超过 40%，由上海炫动汇展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 CCG EXPO，继续做大做强这一品牌。

此次我们的研究课题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动漫

的发展模式，非常巧合的是，在展馆的门口也正好树立

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带一路下中国动漫的发

展”，正与我们的课题相符。经过了解，中国动漫游戏

企业已与“一带一路”沿线 50 多个国家在创意、生

产、技术、资金等方面开展了业务合作，规模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可以说以东南亚为龙头，以独联体、中东

为重点，以中东欧为新增长点的中国动漫游戏产业“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为什么选择动漫产业呢？相较于其他文化产品和服

务，动漫游戏具有受众群体庞大、传播效率高、易于跨

文化的特点，是世界各国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

式。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和经济

总量占世界比重分别达 63%和 29%，其中大部分国家出

生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青少年人口多，对各种类型的

动漫游戏产品需求旺盛，仅东南亚游戏玩家人数就达

1.26 亿。所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不可错失

的商机。抓住了这些沿线国家，也就抓住了发展机遇。

经过对上海动漫展览会的参观，我们不仅体会到了

动漫文化，也了解到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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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前景。我们相信，凭借“一带一路”的难得机

遇，中国动漫一定会有新的发展，也会加快走向世界的

步伐，博采众长，加深文化交流，使世界动漫产业有更

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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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亚克西！：我们还开通了自己的微店，想

通过微店拓宽手工艺品店的销售

渠道，现在已经成立啦，希望大

家能点进去看一看，有特色的新

疆手工艺品，还有我们自己设计

的文创产品～只要在公众号后台

输入任何字都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微店的方式哦。

@长安微光：一带一路——调研投资融资,助力小微

发展。小组成员抵达丝路起

点——西安后，紧锣密鼓地

开始了最后一轮准备工作。

查阅投融资相关资料、准备

核对问卷、确认行程安排……看看我们的队员，是不是

很认真呢？

@马啤哈尔：今天我们正式开始实践，最开始去了

秋林公司，公司负责人带我们参

观游览了老秋林并接受了我们的

采访，为我们详细讲解了秋林的

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秋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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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发展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同时看出了中俄关系的

发展变化，中俄文化的相互借鉴。

@孔雀东南飞：今日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

海关博物馆，同行的还有两个外国

友人。讲解员细心地给我们讲述了

青岛海关的历史以及在一带一路背

景下的知识，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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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摸索的企业家

（海丝使者队 供稿）本次我们采访到的维乐其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朝鲁孟女士，也是我们本次采

访中少数的女性创业者之一。她的工作室位于3层，小

且有序，现在员工共有20余人。

本次我们采访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公司的简单介

绍和现况、大连市场环境的看法以及个人创业的故事。

维乐其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一间以企业管理咨询起

家的公司。当我们队员问及创立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的原

因时，朝女士表示，其实

大连原本有许多企业原本

依靠日资企业打配套，但

因为近期日资企业纷纷撤

离而合作机会越来越少，

所以她选择自己创业，为这些企业服务，做一家关于企

业咨询的公司。至于企业现状，朝女士表示，创业的风

险很高，九死一生都是侥幸，十死无生才是常态。公司

现在就面临着许多危机，例如公司年龄太小缺乏竞争

力、资金不够、转型速度慢、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人物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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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企业存在等等困难，但是现在公司处于转型阶段，

正在努力“活”下来。

朝女士提到，大连现在的融资环境并不太开放，外

资撤出多，许多原本配套的小微企业都面临着倒闭破产

的风险，他们的出路就是寻获资金或者产业转型。但由

于多种原因例如客户资源不够、银行贷款难等问题，现

在大多数小微企业仍然处于困境中，需要时间和机遇去

突破这个障碍，获得新生。

说起朝女士的创业经历，其实是令人佩服的。她放

弃了在全球500强的工作，带着自己的钱，出来勇敢建

立属于自己的公司。创业是就像沿着隧道行走，每一步

都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勇敢咬牙坚持下去，不被黑暗吞

噬的人才能走到终点，迎向光明。而朝女士正在努力坚

持着，她跟进时代的潮流，对自己原本的产业进行转型

和升级；跟进环保的潮流，开始销售环保涂料，想要从

环保行业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按照朝女士的说法就是

“之前勉强赚进来的钱，现在又花出去了，我们也不知

道能不能收回来。”

创业是这么高风险的一场人生的冒险，为什么还要

坚持呢？“总想自己做做看啊。”朝女士说，“我之前

在全球500强里待着是很舒服，但是生活就是少了点什

么，就出来啦，现在也没有回头路喽”。“当看到生意

成交、业绩越来越好的时候，不再烦恼能不能准时交下

个月员工薪水的时候。很多很多时候，在撑不下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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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再撑一会儿，都会好的。”而这些都成为了朝女士坚

持创业下去的动力。朝女士不急不慢地讲完这些话，好

像云淡风轻，但在最艰辛过程中肯定有苦不堪言的种种

时刻，但幸好，现在都过去了。

创业之路确实是遍布荆棘的，创业之人逃离一般人

的生活，重新定义整个生命，改变自己的生活。不论何

时何地，正是一颗坚定的心和顽强的意志，使得他们最

终获取成功，一切都值得。祝福所有创业家。

本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