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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丽眼里，“中国色”有种天然随意的美。槐米、橘皮、栗子壳甚至洋葱皮，这些东西非常普通，却又都是非常好的染色材料，

能魔法般地创造出千变万化的色彩。

4年前，陈丽开始接触古法植物染技艺，这项技艺历史悠久，早在周朝就有应用植物染料在纺织品上着色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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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里找寻中国色沧州味在植物里找寻中国色沧州味在植物里找寻中国色沧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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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陈丽（（左一左一））和植物染爱好者一起进行扎染和植物染爱好者一起进行扎染。。

▲▲

植物染的植物染的““中国色中国色””并非一成不变并非一成不变，，这让陈丽非常着迷这让陈丽非常着迷。。

▼▼陈丽创作的植物染文创作品陈丽创作的植物染文创作品《《大运沧州大运沧州》。》。

下班后在辖区转一转，了解
居民、商户需求，对滕巨杰来
说，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49岁的滕巨杰是渤海新区
黄骅市骅中街道文化路社区党委
委员，今年是他来到这里的第八
个年头。他曾在海军服役 10余
年，部队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
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信仰；如今面
对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他又将

“随时到”作为自己庄严的承诺。

被发现的“秘密”

几天前，随着一面锦旗出现
在社区办公室，滕巨杰隐藏了一
个多月的“秘密”，被人们发现
了——

去年年底的一天，滕巨杰吃
过晚饭，在他家附近的南海公园
遛弯儿时，突然听到路边黑暗处
有人在哭。“是个女孩儿的声
音，听上去非常伤心。”滕巨杰
一边说一边回忆，“当时我就
想，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

南海公园里有一大片水域，
滕巨杰生怕女孩儿一时想不开，
就悄悄站在一边，没敢离开。

没想到，随着哭声越来越
大，那女孩儿突然站起来向湖边
走去，抬腿就往栏杆上爬……

“别跳！别跳！”危急时刻，
滕巨杰一个箭步跑过去，一把拽
住女孩儿，拼尽力气才把挣扎着
要往湖里跳的女孩儿拉上了岸。

稳定住女孩儿后，几位热心
市民也闻讯赶了过来，大家一起
开导，最终将她送回了家。

面对女孩儿家人的再三感
谢，滕巨杰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
件理所应当的事，“在那种情况
下，任何人都会这样做，更何况
我曾经还是一名军人。”

救人的事情，滕巨杰没有向
任何人说起。

几天前，女孩儿的家人辗转
找到了滕巨杰工作的地方，并送
来了锦旗。

从军营到社区

了解滕巨杰的人都知道，他
有一副热心肠。又或者说，“为
人民服务”这句话就像血液一
样，融在了他骨子里。

1992年，18岁的滕巨杰当
兵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
士。

那时候，滕巨杰常要出海执
行任务，一去就是几个月。海上
风大浪涌，滕巨杰一上船就吐。

“每次执行任务，都是一边抱着
小桶吐，一边保障舰船正常航
行，吐了 3 年才适应船上生
活。”可即便如此，滕巨杰也从
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兵就
要有当兵的样，哪怕面对刀山火
海，也得服从命令。”

他刻苦学习、认真训练，各
项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不到一年
就当上了机电班班长。他是连队
里的维修能手，“机器在船舱运
转，如果哪里出了问题，我在驾
驶室里一听就能听出来，而且很
快就能修好。”

在部队，滕巨杰立过三等

功，多次获得嘉奖和“优秀士
兵”“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
他 心 里 ， 那 一 声 声 坚 定 的

“到”，就是在践行军人的职责与
担当。

1997 年，滕巨杰转业回到
家乡，并在 2017年来到文化路
社区，成为一名“小巷总理”。
离开军营来到社区，从专业技术
工变成“多面手”——安全巡
查、入户调查、调解矛盾、组织
党员培训……社区工作繁杂琐
碎，“哪里需要哪里搬”就是滕
巨杰最真实的工作状态。

为人民服务

在社区工作的这几年，滕巨
杰将一声声斩钉截铁的“到”，
化作一次又一次的“随时到”。

文化路社区一共有 6 个小
区，其中有5个建于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没有物业，基础设施老
旧，绝大多数居民是老年人。

为了服务居民，在文化路社
区，包括滕巨杰在内，每一位工
作人员的电话都是公开的，每一
位工作人员都要保持微信 24小
时在线，以便随时为居民提供服
务。

也正因如此，滕巨杰经常
要化身成为各种修理工，下水
道堵了、电路出现故障、水管
漏水……只要居民有需求，他随
叫随到。

在滕巨杰的日常工作中，比
随叫随到更多的是主动伸把手。

有一次，滕巨杰和同事巡查
沿街门市时，发现一位老人在街
道上走来走去，似乎在寻找什
么。

滕 巨 杰 对 那 位 老 人 很 熟
悉：“他就在我们社区住，80多
岁了，头脑会时不时犯糊涂。”
看到老人，滕巨杰赶紧迎了上
去。

原来，老人是骑三轮车出来
的，中途下车办了一件事。没想
到，事办完了，却把三轮车的停
靠位置给忘了。

了解情况后，滕巨杰和同事
围着附近街道转了好几圈，不仅
帮老人找到了三轮车，还将他安
全送回了家。

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前段时间下大雪，雪后头一

天，滕巨杰早上不到7点就来到
工作岗位。“辖区居民年龄普遍
偏大，各小区又都没有物业，得
赶在居民出门前，帮他们扫出一
条道来。”滕巨杰记得特别清
楚，他那天赶到单位时，有的同
事都已经扫上了。在服务群众这
方面，他和同事们的想法总是不
约而同。

“社区工作小事特别多，但
只要关乎群众就不是小事。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当兵是为人民服
务，在社区工作也是为人民服
务，两份工作没有本质区别。”
对于身份的转变，滕巨杰这样
说。

军旅一声军旅一声军旅一声“““到到到”””
而今而今而今“““随时到随时到随时到”””

10余年军旅生涯，滕巨杰用一声声坚定的“到”，践行

军人的职责与担当；如今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随时到”

又成为他庄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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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巨杰上门了解居民滕巨杰上门了解居民、、商户需求商户需求。。

前不久，一场在上海举办的市民
收藏展引发关注。从字画、邮票，到
盲盒、手办，再到彩绘蛋、滑雪板，
涉猎之广，寄情之深，令人大开眼界。

从前，说起收藏，人们想到的都
是从历史中走来的艺术品，高雅、贵
重。如今，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收藏不再是高门槛的小众爱好，也不
再局限于传统类别。藏品海海，当中
有需要阅历和经济基础做支撑的“重

资产”，也有更多有心、有识、有趣的
“轻收藏”，它们或许并不需要太高的
成本，但每一件都是与当时的自己对
话，是人们记录生活和对话心灵的浪
漫方式。

在各类收藏比赛、展出或是小
范 围 的 交 流 中 ， 手 办 、 徽 章 、 公
仔、卡片等年轻态、时代味的收藏
非常夺目。想起前不久，广东的一
位朋友阿水，在相关超话里晒出自

己收藏 3 年多的卡片，1000 多张卡
片，只摆放就用了半天时间。卡片
是她喜欢的“二次元”人物，每一
次 官 方 出 新 ， 她 都 会 买 。 每 组 卡
片，她都认真标记了人物背景以及
购买经历，包括带给自己的情绪变
化 。“ 这 些 卡 片 记 录 了 我 近 3 年 在

‘二次元’世界中的喜怒哀乐。”阿
水说。

一位喜欢摄影的朋友，每次出
游都会拍好多照片，人物、风景，
特 写 、 抓 拍 ， 回 家 后 分 门 别 类 整
理。那些有特殊意义的照片，他还
会打印出来，在背面做好标记。每
次翻看，往日情景都会再现，仿佛
看到从前的自己。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轻收藏”
又有了新内容。线上投稿、读书、看
直播，从网络平台到社群，从看视频
学习到剪辑视频输出观点，收集、甄
别、收藏、记录，成为很多“冲浪”
达人生活中的文化实践，更是可以穿
越时间、跨越地域的文化生活。

童年记忆、生活碎片、家庭琐
事、兴趣爱好、事业发展……把它们
用心记录下来，就是属于自己的收
藏与故事，无关轻重，独一无二。

陈丽的爱上植物染工坊，就在位于
沧州市区交通北大街的星硕创业孵化基
地。工坊里，随处可见的是用植物染工
艺印染的布料及原料和工艺制成品，满
屋子都是植物原本的淡淡清香。

只一眼就沉迷

4年前，在不惑之年，陈丽无意间
接触到古法植物染技艺，只一眼，就沉
迷了——这种技艺取材于天然植物，不
添加任何化学固色剂就能为织物着色，
染出来的颜色被称作“中国色”。

“抖音里有位叫‘豹哥植物染’的
博主，以《带你认识身边的 100种染料
植物》为题，录制了很多短视频。从
教人们认识植物开始，寻找染料、提
取染液、进行染布……整个过程很治
愈，也很长见识。”那天，陈丽一口气
把那位博主发布的所有植物染短视频
看了个遍，不知不觉就从白天看到了
晚上。

可她还觉得不解渴，又在网上搜
起了植物染的历史。“这项技艺历史悠
久，早在周朝就有用植物染料为织物
着色的文献记载。像槐米、橘皮、栗
子壳、洋葱皮，这些东西非常普通，
却又都是非常好的染色材料，能魔法
般地制造出千变万化的色彩。”陈丽
说。

第一次尝试植物染，陈丽用的是葎
草。这是一种常见的草本植物，又叫拉
拉秧、割人草。陈丽隐约记得在哪里见
过这种草，就骑着电动车一路寻找。
这种植物遍地都是，她很快就有所收
获，迫不及待回到家，模仿着“豹哥”
的样子做了起来。

布染好了，是一种淡淡的黄色，特
别好看，陈丽欣喜若狂。可那时的她并
不知道植物染还需固色，她把布料放在
阳台上晾晒，布干了，颜色也褪了。

首次尝试，谈不上成功，也算不上
失败。但正是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让
她觉得一切都有可能。从那以后，“豹
哥”每出一期视频，陈丽都跟着学——
茜草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的染色材料
之一，在《诗经》中就有记载，被称为

“茹藘”，染出的色彩很沉稳；槐米，在
沧州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花未开时，
采集其花蕾，染出来的色彩非常鲜
亮；看似无用的栗子壳，也是非常好
的染色材料，最终呈现出来的颜色接近
咖啡色……

学习植物染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陈丽很快就体会到了这项传统技艺的难
处。“虽然能提取染液的物品有很多，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比较少见，有的甚至
听都没听过。”陈丽说，研究植物染的
过程就像在游戏里升级打怪，染过那些
常见的物品之后，就总想着去尝试一些
不太常见的。

比如黄栌染液。这种染液取材自黄
栌树，是将原料粉碎、浸泡、多次熬煮
之后过滤而成的，在古代，制作龙袍的
布料就是用它染成的。为了找黄栌树，
陈丽围着沧州转了大半年才找到，当然
还有很多染液原料，她找了几年也没有
结果。

其实，这些原料有很多属于药材，
在中药店里就能买到，但陈丽很少去

买。她说：“美存在于自然之中，人要
了解美，就要到大自然去观察、去探
寻。”

爱上“中国色”

用植物染制出的颜色透着一种天然
随意之美，被很多人称之为“中国
色”，湖蓝、天水碧、月下白……对于
陈丽来说，这些色彩，闻之便觉陶然。

然而，用“中国色”印染织物的过
程却并不轻松。

以提取小叶紫檀染液为例。过程
中，要用酒精熬煮长达两个小时，其间
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还需要不停
搅动，一刻也不能离开，最后还要用极
细的纱布过滤杂质。

印染的过程则更为复杂。浸染、清
洗、媒染、再清洗、晾晒……概括起来
虽然只有10多个字，但实际操作却要花
上一整天时间。

“中国古代有4大印花术，分别是蜡
染、扎染、镂空印花和夹染。此外，还
有拓染、植物热转印染等。”最让陈丽
着迷的是扎染，她形容扎染就像拆盲盒

一样，“哪怕是同样的染液、同样的扎
染手法，染出来的作品也大不相同，每
一次都给人一种惊喜。”

更让陈丽沉迷的，是植物染的“中
国色”并非一成不变。比如用柿子做原料
染出来的颜色，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
深。“这些颜色就像有生命似的，有年轻
的时候，也有迟暮的时候。天然染色的色
彩美感，正是在变化中展现出来的。如果
染出来的颜色都一样，并且始终如一，反
而会少了很多期待。”陈丽说。

颜色里的沧州

赋予颜色以生命，陈丽的这种浪
漫，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可，尤其是消费
者。

色牢度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问题。
陈丽的做法是反复浸染、水洗和固色，
从而使颜色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另外，时间成本过高、耗费大量精
力，也是陈丽无法躲避的关卡。比如柿
染，要将秋天采摘的青柿榨成染液，再
花时间发酵成柿漆，通常要到来年才能
使用。在网上，陈丽常能看到一些商家

打着植物染的旗号销售化学染布料。
“很多消费者分辨不出二者的区别，又
或者说，有些消费者喜欢的是它的颜
色，而非手艺。”

为此，陈丽又开始尝试在这些颜色
中融入更多沧州味道。她将用植物染技
艺染成的织物缝制成布艺铁狮子以及印
有清风楼、运河图案的背包等物品。

在她最近完成的一件名为《大运沧
州》的文创作品中，她以运河为轴线，
将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谢家坝、
杂技、武术、石金刚等20余个沧州元素
融入其中。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她从 2022年 6
月就开始行走运河、了解运河文化，尤
其是大运河沧州段的 216公里，她由南
到北走了一遍。之后又是绘图、刻版、
印花……光是制作就耗时近半年。

植物染相对较高的成本以及工艺决
定了它相对小众的现状。对此，陈丽感
触颇深。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丽的抖音
账号仅有四五十个粉丝，直到现在也刚
刚达到3位数，不过陈丽并不担心：“虽
然粉丝不多，但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铁
粉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