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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锦 绚 烂 经 纬 间壮 锦 绚 烂 经 纬 间
童童 政政 朱柳蓉朱柳蓉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

左市龙州县金龙镇，织娘们

会自豪地告诉你：壮锦织物

曾是必备的嫁妆——谁家织

的壮锦色彩越绚丽、纹样越丰富，

代表这家姑娘越有才华。织锦技

艺与织机在壮族阿妈手中传承了

一代又一代，壮锦也成为我国四大

名锦之一。

一面延续手工编织技艺，一面

编译非遗传承代码。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壮族织锦技艺”，

乘着新国潮的东风，传统纹样与现

代工艺交融碰撞，壮锦手提包借着

“壮族三月三”走俏各地，壮锦新品

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火爆“出圈”。

织机上编程

金龙镇双蒙村板池屯是壮锦技

艺的发源地之一，农闲时，妇女们三

三两两来到这里的东梅织锦坊赶

制手工订单，增加收入。干栏式建

筑风格的壮锦工坊里，一楼展厅里

各式各样的织品琳琅满目，二楼

便是织娘们大显身手的阵地。

织机前劳作的身影中，一位

戴着老花眼镜的大娘正蹙着眉

细细端详织机上的纹样，头巾

盘起的银发述说着她与织机

相伴的岁月。赶上带货主

播来收壮锦，接过现金的

她笑得合不拢嘴。

织锦坊负责人李

东 梅 说 ，这 位 75 岁

的 黄 素 清 老 人 是

目 前 村 里 年 纪

最大的织娘，

去 年 她 织

的 壮 锦

围 巾

卖了 1 万多元。

这 几 年 ，壮 锦 工 坊 成

了主播们直播带货的现场，壮锦围

巾的热销，带动了织娘队伍的壮大。

与其他织娘不同，李东梅更像

是织机上的“编程师”。少时跟老人

学习织锦时，别人都在学怎么织，她

却想着怎么拆。因为老人告诉她，

如果你能反着拆回去，你就学会了

“编花笼”，创作新的图案。在千百

次的织拆中，李东梅掌握了如何

在花笼上“编程”，开始带着织娘

们研究编织新图案。

纹样图案可以说是壮锦的

基因，李东梅 10 多年来钻研纹

样设计，亲手制作花笼、配色，

织出的作品达百余件，还成立了自己的品

牌“布傣媄锦”，将原创设计版权保护起来。

在一代代传承中，织锦技艺得以保存

下来。壮锦的坚守与创新，也改变了很多

人的生活。

在离板池屯不远的那莫村光满屯一个

房间里，午后日光斜照，织机吟唱。经线从

编花筒上徐徐垂下，63 岁的老织娘农艳花

脚踩踏板，双手利索地拉动竹片，经线便巧

妙分层，形成不同的梭口。伴随着每次精

准有力的投梭，彩色的纬线紧密交织于其

间——如此循环往复，便能完成壮锦编织

独具匠心的“通经断纬”技艺，一幅精妙绝

伦的蟒龙纹样跃然浮现。

伴着母亲织锦的机杼声，农艳花的儿

子黄华刚正对着直播镜头展示收来的手工

壮锦围巾：“这是村里的奶奶新织的壮锦围

巾，这条是白色配雾蓝色的蚕丝线，这条是

粉色配浅驼色⋯⋯”

屏幕里黄华刚的脸庞清秀阳光。3 年

前遭遇意外车祸后，他便回到了老家光满

屯与母亲相伴，每日坐在轮椅上。失意之

际，他发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一次，黄华刚去姑姑家时看到她在织

围巾，一时兴起便拍了个短视频发到网上，

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说：“这个好看，我要买

一条。”成功卖出第一单后，受到启发和鼓

舞的黄华刚便开始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妈

妈手工织壮锦的视频。

凭借朴实真诚的讲述和极具民俗风土

人情的壮族阿妈织锦场景，黄华刚的账号

收获了不少粉丝。后来他还开始直播带

货，村里的妇女纷纷拿来自己织的围巾让

他在网上卖。

镜头前的黄华刚一边传播壮锦文化，

一边为村里壮锦打开销路。今年春节，荷

兰一位客人在网上下了订单，20 多条带着

民族纹样的围巾走出国门。下一步，他还

计划着注册网上店铺，出售更多壮锦产品，

为自己和壮锦打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国潮下新生

小巧钥匙扣上，精致的

壮锦图案成为点睛之笔；壮

锦绚丽的色彩呈现在围

巾上，温暖又尽显风

情 ；最 耀 眼 的“ 明

星产品”壮

锦包，每款都精心融合了壮锦经典纹样蟒

龙纹、凤蝶纹，再经现代设计手法重新演

绎，与时尚包型相得益彰——这些商品，赋

予壮锦新的表达方式。

国潮新风尚下，成立短短一年的广西

龙州龙艺织锦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开发

的产品已经实现了 119.62 万元销售额。“我

们在广西布局了 12 个销售点，目前订单较

多，自己的工厂和村里的工坊同时在进行

生产。”公司负责人拓建宇说。

龙州县西北部的天琴壮寨景区里，绚

丽的围巾和精巧的手提包在酒店大堂里格

外显眼，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这里

一天能卖十几个包。”景区运营部负责人张

纯璐说，“壮族三月三”期间，景区还在北京

举办了展销活动，两天卖出 70 多个壮锦包

和百余件文创产品。

编织一条手工壮锦围巾，即使是娴熟

的织娘也需要六七天时间，精雕细琢虽成

就了无可复制的艺术珍品，却也因较长的

制 作 周 期 让 壮 锦 陷 入 产 量 少、产 值 小 的

困境。

技艺需要传承，工艺也需要创新。在

龙州县城的壮锦世家工作室，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素英，一面

为当地的妇女开展织锦技艺培训，一面运

营壮锦生产的自动化车间。两台高速智

能电脑绣花机实现了壮锦编织数字化的

快速设计和编织，有效提高了壮锦的生产

效率。

国潮兴起，现代生产工艺和流程模式

让壮锦从小作坊、小产能的状态步入高产

能 新 业 态 ，也 使 壮 锦 迎 来 了 广 阔 的 定 制

市场。

“这款是锦绣石榴，这款名为花开燕

语⋯⋯”在崇左市太平古城景区的“琴之

锦”壮锦文创产品店里，舒适的面料、新颖

的壮锦纹样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崇左市融媒体中心旗下的品牌，

琴之锦为弥补传统手工编织壮锦面料粗

硬、容易起球勾丝的缺陷，与杭州丝绸生产

厂家合作，改良人造丝工艺，制作出新的壮

锦面料，既耐磨，又不起球不勾丝，还散发

着淡淡的绸缎光泽。面料问题的解决，让

壮锦产品实现批量化生产成为可能。

崇左市还搭建起本地企业与浙江企业

合作的渠道，大胆对壮锦文创产品外部形

态、非关键材料、外部样式等进行合理设计

创新。

当指尖掠过细密经纬，千年时光在此

交织。以创新为梭，以多元文化为线，将现

代设计理念、潮流艺术元素与壮锦核心特

征紧密相融，非遗技艺绽放出时代光彩。

新一代接力

手工织锦要长时间坐在织机前，需要

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再加上复杂的纹样“编

码”，年轻人参与热情不高。但随着面料与

生产工艺的逐步改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加入壮锦的传承发展队伍，为壮锦传

承注入新鲜文化血液。

在琴之锦门店，26 岁的主播黄克煎拿

起壮族民俗乐器天琴现场演奏起来。作

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学

生，他自嘲常因身材“大块”而在外出表演

时买不到合适的演出服。于是这个小伙

子 萌 生

了给自己

设 计 衣 服

的想法，跟

随李素英学

织 壮 锦 ，还

把 壮 锦 元 素

融入自己设计

的演出服中。

“ 没 想 到 我

设计的演出服反

响很好，去年还收到一个

乐队的邀请，请我帮助他们设计参加央视

春晚的服装。”加入崇左市融媒体中心琴之

锦团队后，黄克煎又多了一个主播的身份，

给粉丝讲壮锦设计师背后的故事。

李素英的壮锦工作室里不乏这样的学

生。龙州女孩何亭东来到工作室学习织

锦，同时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学习服装

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她，想将家乡独特的壮

锦技艺融入自己的服装设计。

过去村里的壮锦产品以围巾和被套为

主，随着年轻设计师的加入，壮锦衍生出服

装、背包、饰品等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文创

产品，既能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审美偏好，也

让壮锦文创具备时代感和市场竞争力，实

现 了 壮 锦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传 承、创 新 性 发

展。“琴之锦已经开发了近 75 类 200 多款产

品，更多实用的壮锦商品得以‘飞入寻常百

姓家’。”黄克煎说。

除了在设计领域发挥专长，年轻人的

加入也加快了壮锦的推广“出圈”。如黄华

刚一般的年轻主播们活跃在社交平台上，

推出了许多与壮锦相关的短视频，以更加

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内容和形式对壮锦

进行“安利”，让更多人“种草”。

“去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我们开

设了壮锦专场直播活动，开播第一天直播

间里只有 15 个人，随着展位热度的提升，

第三天直播间人数竟然暴涨到了 15 万。”

从时政新闻播音员转型的年轻主播张韦

说，短视频《东博会上的“显眼包”崇左壮锦

包 广西人有了自己的“奢侈品”》，还掀起了

一波壮锦包热。

自己设计、自己带货、自己穿上服装走

秀⋯⋯年轻设计师接过传承接力棒，青年

主播化身文化传播使者，古老的壮锦被赋

予新艺术价值，其保护与传承也有了新的

载体。

幸 福 纳 木 措
贺建明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薄的云

层 ，青 藏 高 原 蔚 蓝 如 洗 的 苍 穹 下 ，海 拔

4718 米 的 纳 木 措 冰 层 迸 裂 ，湖 水 激 荡 奔

涌，无垠的碧波与远处的念青唐古拉山交

相辉映，这里迎来了又一年的开湖奇观。

纳木措，藏语意为“天湖”。5 月 19 日

是“中国旅游日”，也是今年纳木措“开湖

日”——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封冻的纳木措

冰消雪融，这一现象被称为“开湖”。来自

各地的游客和当地群众一同见证了这个场

景，感受直击心灵的自然之美。

壮丽的自然景观不仅吸引了无数游

客，还吸引了 100 对新人在这里举行集体

婚礼。当天，来自天南海北的新人们身着

传统藏族服饰，手挽手漫步纳木措湖畔，面

对波光粼粼的湖面和远处巍峨的念青唐古

拉山，许下相守相伴的誓言，感受大自然对

爱情最真挚的礼赞。

“嫁给我吧！”“我愿意！”每年开湖之

际，纳木措都会吸引许多情侣，在湖畔许下

爱的誓言。

慎同昕和杜亭是参加开湖日集体婚

礼的一对新人。“今年是我们相恋 10 周年，

今天我们以天地为媒、以山海为证，许下了

相伴终身的誓言。”慎同昕说。他们深情对

视，紧紧相拥，洋溢着对伴侣的深深依恋和

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中松赞干布与

文成公主的扮演者，在纳木措湖畔深情吟

唱。“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天下

没有远方，有爱就是天堂⋯⋯”动人歌词诠

释着恋人们的心声，引得大家纷纷上前与

演员合影留念。

“我会永远爱你。”“我也会始终守护

你。”另一对新人汪开均和黄敏来自四川，

已经在西藏工作 8 年。“纳木措与念青唐古

拉山千年相依相守，我们也期望自己的

爱情能如此长久。”汪开均说。

纳木措“开湖”不仅是

一 场 自 然 奇 观 ，更

是 自 然 与 人

文 的

深情交响。湖畔一座座帐篷式院落鳞次

栉比，拉萨市各县区及功能园区纷纷将特

色产品搬至现场进行展览展示。“这叫‘乌

尔朵’，是我们牧民放牧使用的工具。这

个是用牦牛毛编的钥匙挂件。”来自龙仁

乡龙仁村的索朗达杰热情地介绍以牦牛

毛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各类产品，“这都

是我们一家人手工编织的，纳木措旅游业

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也越

来越甜蜜。”

夕 阳 西 下 ，金 色

余 晖 洒 满 湖

面。夜幕降临，

新人们围坐在熬煮

酥 油 茶 的 火 炉 旁 ，分

享着彼此的爱情故事，歌

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温暖

着高原的夜。

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

美好都被纳木措与念青唐古拉山见

证，镌刻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在这里，

每一对新人都谱写了专属自己的爱情

乐章，这份纯净而坚韧的情感，

恰 似 纳 木 措 的 湖 水 一

般，清澈而深邃。

从雨伞雨天降价看定价智慧

勾明扬

在外遛弯时突遇小雨，于是就近

去了一家咖啡厅躲雨。为啥在一圈商

家里选择了这家店？原因很简单：门

口挂了块有意思的小牌子——“本店

有伞！晴天 35 元，雨天 20 元。”

对于下雨时急需一把伞的路人来

说，咖啡厅门口的小牌子不仅解了燃

眉之急，更引起了顾客的好奇心。即

便其主营业务并非卖伞，顾客也会因

这句话产生好感而对这家店的第一印

象加分不少。相较于周围并没有类似

服务的商家，它瞬间脱颖而出。

商家的策略非常机灵，运用价格锚

定效应进行定价。如果只看到“雨天20

元”，顾客或许觉得这就是日常价格；但

当“晴天35元”的标注赫然在目，作为一

个初始参照物，也就是所谓的锚点，顾

客在对比之下会觉得雨天的价格划算

实惠。即便卖20元，对于一把应急的普

通雨伞来说，也并非绝对低价。

心理上的价格落差，巧妙利用了我

们在决策时对参照物的依赖，通过简单

的数字对比引导了顾客的行为。大家都

知道，供需影响价格，按理说雨伞在雨天

的需求量比晴天大，好比下雨天在地铁

口或商场门口的临时售卖点，平时几元

钱就能买到的一次性雨衣、雨伞卖十几

元，质量好点儿的雨伞价格更是水涨船

高。此时如果降价销售，会让顾客感觉

雪中送炭，从而对其产生好感和信任。

因这把降价雨伞踏入这家咖啡厅

的人，后续很可能因为这次愉快且贴心

的经历成为店里的常客，甚至还会把店

推荐给自己的朋友。这种无形的广告效

应，远远超过卖雨伞少赚的那部分利润。

不仅如此，这块牌子还将晴天闲

逛选购雨伞的理性消费场景与雨天狼狈避雨的应急场景进行了切

割。乌云压城时，谁还会纠结伞面是否防紫外线、款式是否独

特呢？大家都会迅速将 20 元锚定在“应急必需品”的心理账户

里——毕竟谁都不愿在暴雨中因小失大，这种心理补偿机制让消

费者心甘情愿踏入店门。

当我们将视线从雨伞定价延伸至生活的其他领域，会发现类

似的定价智慧无处不在。比如，超市会将原价划上醒目的删除线

后，再在旁边写上折扣价；健身房推销时总会宣传“年卡比月卡更

划算”，利用消费者对长期价值的心理锚点刺激消费；就连餐饮业

划算的套餐价格与较高的单品价格，也是在巧妙地利用价格差影

响顾客的决定。

重构价值感知的锚定效应，不增加成本却能提升支付意愿。

当消费者学会识别这些隐形坐标，或许能在购物时多一分清醒；而

商家若能通过精准的市场洞察、巧妙的价格设定来更好地赋能，便

可在市场竞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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