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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拥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拥有

众多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已公布四批，共 148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公布五批，共 690 项。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燕赵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

瑰宝。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增强民族情感纽带、增进

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推进文化大省建设、构建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实现河北更好更快

发展的必然要求。

河北博物院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针对河北省传统手工技艺“织

染纫绣”系列中的重点项目，举办本次展览，以期更好地贯彻“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促进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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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乾隆时期，清朝直隶总督方观承在保定为官时极重农桑。他

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植棉经验，于乾隆三十年（1765 年）绘成《棉花图》16 幅，

系统地说明了棉花种植、纺线、织布、印染的全过程，以及每道工序的生产工

艺及制作经验，并上呈乾隆皇帝御览。乾隆皇帝亲笔御批，在每幅图上题诗一首，

命人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石刻现藏河北博物院。

《乾隆御批〈棉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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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彩布拧台又名彩扎，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内涵丰富。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据艺人口传，此工艺形成于元初，明永乐年间从山西迁民时流传至邯郸市大隐豹村，

至今已有 600 余年的历史。这种技艺最早为河北南部豪门望族搭灵棚时使用，后被村民创造性地

用彩布移植到戏台、楼阁上，至清末趋于完善。

彩布拧台大约 6 年拧一次，凡遇太平盛世或丰年庆典，村里都举办此项活动。 一般在正月

初五后开始动工，到二月初八庙会前竣工，历时一个月左右。一般是在木搭戏台、阁楼骨架的

基础上，用各色彩布拧扎成玲珑多姿的仿古戏楼、钟鼓楼。其装饰图案极为丰富，有戏曲故事

及各种花鸟鱼虫等造型，如“二龙戏珠”“白鹤献寿”“丹凤朝阳”等。通常阁楼或戏台的正

面会悬挂一方“三看匾”，从左、中、右三个方向能看到 3 种不同的图案。

拧彩布戏楼时，全村人都会主动参加，由民间艺人组成临时机构，发动各家各户攒布送到

布房，登记上账后由村里手巧之人分出各色花布，根据需要拧成各种造型备用，待竖好架杆便

开始拧台。此项活动需要大量人工、布匹、绳子、架板等，均由附近村民捐助，充分体现了当

地淳朴的民风，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邯郸彩布拧台是我国古老民间工艺的遗存，它的传承方式和奇特精湛的技艺，在中华民间

手工技艺中实属罕见。发掘、抢救和保护这一技艺，对弘扬河北南部的传统手工技艺、丰富人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等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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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巧匠将经过挑选分类后的布匹手工拧制成各种造型

正月初五刚过，村民们张罗着准备材料。布房里有专人负责登记村民们献

出的布，并把布头布尾做好标记以便用完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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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额两侧用的虎头

挑檐儿上用的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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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台子时，全村男女老少都会来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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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竖架杆 村民们拧制鼓楼

经过拧制组装的鼓楼 戏台高 10 米、宽 13 米、进深 10 米，全用彩布拧扎而成。



八

拧扎成的鼓楼俨然一座精美辉煌的布艺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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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三看匾”是彩布拧台的一大看点，从右侧看是龙的图腾，

从中间看是“迎奥运”三字，从左侧看是凤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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