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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朱欣被扬州市评为市级通草花

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但算上她，全国的

通草花传承人也“只有六七个”。

这些年来，朱欣除了积极推动通草花进校园、进

社区，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通草花制作教程。

“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对通草花很感兴趣，但因

为各种原因不能来扬州学。我就在网上免费分享一

些制作方法，让大家自己在家做，慢慢有了些热度。”

其中一条介绍通草菊花的视频，播放量超200

万，整个“通草花制作教程”合集更是有1000多万播

放量。

效果是超乎朱欣预料的。这些视频不仅让更多

人知道了什么是通草花，还给朱欣带来了不少订单，

更关键的是，吸引来了两个“00后”女孩学艺，“是正

儿八经想当通草花传承人的那种”。如今，她们已经

跟着朱欣学习了一年多。

看着两个徒弟，朱欣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同

样的年纪轻轻，同样的背井离乡，同样的目标清晰。

通草花制作的特点是易学难精。哪怕师父面对

面地坐着给徒弟示范，但徒弟跟着做出来的可能就

是不好看。塑形不好，花型就生硬、不灵动；上色不

好，整体就不协调、不自然。“通草花追求的就是仿真

度，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让人一眼看出这是假花，所

以就得沉下心来不停地试错。”

“我们碰上了好时候。”朱欣感慨，“这几年，国风

兴起，汉服热起来了，也带火了通草花发簪、胸针之

类的饰品。再加上国家大力宣传非遗，大家更加有

文化自信，就会去喜欢、支持我们的非遗作品。”

与此同时，她也在思考通草花如何突破局限

性。比如，如果做成饰品只适合女性用户，那么就做

成玻璃罩摆件、小相框摆件，让受众群体更广一些。

这次采访快结束时，一个姑娘从湖南赶来，表示

要跟着朱欣学做通草花。 据《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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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不到10个！这“90后”是其中之一
算上朱欣，全国的通草花传承人也“只有六七个”。

1959年，被称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落成，

扬州匠人戴春富和姐夫钱宏才合作完成的10盆扬州通草花

盆景入选陈列物品。

作为戴春富的徒弟，“90后”朱欣对通草花的“高光时

刻”如数家珍：“这之后，师父的作品还被送入紫光阁，并在

国内外参加过很多展览。”然而，这门技艺一度面临失传的

风险——朱欣拜师时，包括戴春富在内，全国还在做通草花

的老手艺人只剩两位。

“永生花是用鲜花做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只有3至5

年。而我们的通草花，保存一两百年都没问题，也被称为

中国的‘永不凋谢之花’。”朱欣在20岁那年决心投身其

中，开启自己的“造花之旅”。

朱欣从小喜欢做手工。“那时在乡下，

没有兴趣班，有什么就玩什么。”母亲用毛

线钩衣服和鞋子，她好奇跟着学，小学时就

能钩书包；爸爸是木工，她耳濡目染，学会把竹子削

成很薄的竹篾，然后编小竹篮；小姨接了些给人做耳

环、项链的单子，她兴致勃勃地帮忙制作，又学会了

做小饰品。到了初中，接触到更专业的美术老师，朱

欣才发现原来手工有这么多形式，她什么都想尝试。

当时，县里组织了一场手工作品比赛，她将毛线

和布缝在一起做了一幅画，获得了第一名。她十分

激动，更加痴迷于手工，经常去书店找手工方面的书

来看。但进入高中，考大学成了摆在首位的任务。

她开始学习播音主持，参加了艺术高考，可这条路没

走通。最终，她被湖南科技学院录取，遗憾的是被调

剂到了她完全不感兴趣的计算机专业。朱欣决定放

弃上大学。“父母肯定是不同意，但我这人脾气比较

倔，不感兴趣的专业宁愿不去念。”

她跑到湖南省永州市打工。为了生活，她这个“i

人”（指内向的人）不得不先短暂做起了销售客服，后

来又去给少儿做口才培训。

“做少儿培训的时候，我要接触很多学生、家长、

老师，要应对各种问题，处理的工作特别杂。每天上

完课还要备课、学习、开会，经常加班，有时下班都晚

上十一二点了。那时我就觉得脑子是蒙的，身体累，

心也累，这种负面情绪让整个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2010年底，她在网上看到关于通草花的报道，了解到

通草花是用通草制作而成的假花，以逼真闻名。

通草是通脱木的茎髓，是一味中药材，截成段后

捋直晒干，便可切成像纸一样的薄片，称为通草纸。

“通草纸很特别，干燥的时候很脆，容易破损，但用湿

毛巾润湿了之后就会变软，想怎么塑形都可以。”

通草花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

的秦朝。起初，通草花专供皇宫使用，后逐渐走向民

间。《清史稿·后妃传》中评价富察皇后时提到“以通草绒

花为饰，不御珠翠”，其中的通草绒花指的就是通草花和

绒花这类假花。几年前，爆火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中也

提及了通草绒花，引起了不少人对通草花的关注。

“古代冬天没有太多鲜花，所以就用通草花来做

装饰。”朱欣瞬间被吸引，“我很喜欢花，但养不活花。

通草花不仅可以展现花最美的状态，还能长久保存。

当时我想，要是我学会了做通草花，就可以创造各种

不同的花了。”朱欣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愈发坚定了

要去扬州找戴春富拜师学艺的想法。不久，带着工

作两年多攒下的几万块钱积蓄，她辞职出发了。

拜师并没有朱欣预想中顺利。她没有戴春富的联

系方式，只知道他工作室的大概位置。一连两次拜访，

戴春富都不在。好在她发现戴春富的工作台上有一张

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她给戴春富打电话说明了来意，老人家

同意见面，至于拜师，却不置可否。“他跟我说，你大老远跑过来不

容易，可以先试试，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再说。”戴春富当时已70岁

了，自1958年进入扬州制花厂，做了半个多世纪通草花，是江苏

省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见过太多人因一

时兴起跑来学艺，学几个月就走了。他不敢确定朱欣的热情能维

持多久。

一开始，戴春富便教了朱欣最难做的菊花。一朵菊花需捏揉

剪粘上百个花瓣，每个花瓣虽然形状大致相同，但实则各有姿态，

而且每一片花瓣都不能有捏痕。

“师父说你把菊花做好了，做别的花就好上手了。当时我一

天到晚捏花瓣，每天捏几百个，练了一个多月总算差不多了。就

这样，我都算学得比较快的了。”朱欣说，很多人难以忍受这个过

程，觉得太枯燥乏味，“比上班还要无聊”，便不再继续学了。朱欣

坚持了下来。

那段时间，她一边学做通草花，一边捡起了小时候做耳环的

手艺——一个月多少能挣几百块钱。为了节省开支，她租最便宜

的房子，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洗漱台，上厕

所都得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她买最便宜的菜，零食能不吃就不

吃，奶茶更是几乎戒掉了。但她从不觉得苦。她用了一个外人听

来很夸张的说法：“自从做了通草花，我几乎就没有烦恼了。”

她说，沉浸式做花的时候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只需待在这

一平方米内专注于手上的花就行，过去几年浮躁的心，终于“静”

下来了。半年后，朱欣给戴春富敬了拜师茶，正式入门了。

戴春富话少，总是安安静静做花。有时会带着几个徒弟出去

赏花，更确切地说，是观察花。初开时的花是什么样子，盛开时的

花是什么样子，凋谢时的花又是什么样子，都得仔细观察、记在心

里，做花的时候手上才更有数。偶尔，他也会跟徒弟们讲讲自己

以前的故事。在没有快递的年代，他和扬州制花厂的同事得从扬

州坐绿皮火车去云贵地区买通草纸。因为通脱木主要生长在云

贵地区的山上，所以他们要翻山越岭，去山里找人把通脱木里的

通草取出来，切成通草纸，再背回扬州。

当年，扬州制花厂不仅做通草花，还做绒花、绢花等。为了出

口创汇，当时主要的通草花产品就是大件的盆景和挂屏。然而，

盆景体积太大，挂屏玻璃易碎，再加上手工生产能力低等多种原

因，通草花逐步停产。制花厂倒闭后，做通草花的人更少。“后来，

就只剩下我师父戴春富和师叔钱宏仁两位老师傅在做，感觉通草

花马上就要被市场彻底‘淘汰’了。”朱欣说，通草花之所以现在被

称为扬州通草花，就是因为申遗时，只有扬州还有人在传承。

“以前全国各地都有，但现在连很多扬州人都不知道通草花

了。”戴春富做了一辈子通草花，技艺出神入化，却只能眼睁睁看

着这门技艺渐渐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不可谓不遗憾。看着师父的

失落，朱欣脑海中萌生一个念头：自己这一辈传承人能否带着通

草花蹚出一条新路？

朱欣的通草花作品

“瞬间就被吸引了”

“不再担心手艺失传”

这一平方米内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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