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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成長排的苗族女人和女孩十分細心地
用蠟筆蘸着黑蠟，在燈火上迅速地烤

過之後，便在棉麻布上畫着龍頭魚尾花
紋，她們一筆一筆精細地畫着，不敢畫錯
一筆。而蔡群86歲的老媽媽在一旁手腳麻
利地織布，她用腳踩着傳統老式織布機，
手不停地扔着梭子，棉麻布便慢慢地織出
來。就是這樣一家蠟染刺繡公司，一年可
以賺錢800萬元，在許多人看來似乎難以置
信。
蔡群解釋，她將苗族服飾文化通過創新
的手法融入蠟染刺繡中，她的工藝品最大
的特點是在棉麻布上蠟染苗族的龍頭魚尾
紋和蝴蝶等，象徵幸福和年年有餘。她們
的蠟染工藝品紋路漂亮又充滿了少數民族

風情，因此廣受國內外顧客的歡迎。

技藝傳女不傳男
蔡群告訴記者，目前，她們的每件產品少
則賣200至300元，多則賣到400至500元甚
至更高，已遠銷香港和美國、韓國、馬來西
亞等，去年銷售額達800萬元，幾乎每年銷
售都有數成的增長。記者看到，她20多歲的
女兒也在一絲不苟蠟染刺繡，已基本上是一
個熟手。而她姐姐8歲的孫女也前來學習和
模仿。據了解，這項技藝的傳承是代代相
續，並且是傳女不傳男。蔡群公司的產業化
發展無疑大力推動當地苗族工藝文化
品的熱銷，也帶動了本地村民致富，
成為畢節和貴州一大特色。

蔡群的蠟染刺繡公司獲得快速的發展，但是她並
不滿足眼前的這一點成績，她告訴記者，為了擴大
生產規模，她已於今年5月在村裡開建了面積達
2,000平方米的廠房，總投資需300萬元，其中150
萬元是在當地政府支持下獲得貸款利率優惠，今年
底將會正式投入運營。屆時，她將聘請村裡更多的
人手，預計要增加200至300人，從而可以接更多
來自內地、香港以及歐美、東南亞的訂單。
談起創業的原由時，蔡群臉上流露出興奮。她曾
經與老公一起打工近十年，辛苦地存了近5,000

元。她感嘆，這樣謀生真的太不容易了。心有不甘
的她想起，自己以前一直跟着媽媽學習苗族服飾的
製作，蠟染、刺繡、縫紉，而每年有名的織金洞和
織金峽谷吸引了大量遊客，為何不將自己的特長發
揮出來呢？於是，她便在自己家裡面開起了蠟染刺
繡作坊，用自己的手藝製作苗家服飾，同時開辦農
家樂餐飲服務，將民族民間工藝與旅遊服務結合起
來發展。如今，她的公司貴州省織金縣蔡群苗族蠟
染刺繡有限公司也被評為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目前正在申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近年來飲食文化在內地大受熱捧，
各大城市亦力推「味覺名片」。由知
名美食家沈宏非擔任總顧問的上海
「2016西岸食尚節」，將有來自法
國、意大利的七位米芝蓮星級廚師助
陣，在100家一流餐舖，提供多達500
種美食體驗。
「2016西岸食尚節」定於今年十一

黃金周期間，在上海西岸龍蘭路綠地
盛大開啟。「食尚節」參會商戶逾100
家，除了美食相伴，還有精彩紛呈的
藝術表演和特色廚藝秀。
日前在上海余德耀美術館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總顧問沈宏非透

露，今次參加食尚節的所有商戶，均由其親自推薦或審核，主辦方
還派團親赴歐洲考察多家米芝蓮餐廳，成功力邀法國、意大利的七
位米芝蓮星級廚師加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七米芝蓮星廚將助陣滬美食節

皖
女
孩
30
秒
記
全
副
亂
序
牌

在日前結束的
2016香港國際記憶
公開賽上，來自安
徽蕪湖的 12 歲女
孩歐陽宇潔在所有
10個項目中獲得2
金5銀2銅；在世
界記憶錦標賽的10
個比賽項目中，她
保持着3項世界紀
錄（兒童組）。這種超強的記憶力自然也會帶到生活中，比
如一副隨便切混的撲克牌，她僅用30秒就能記住。
接受記者採訪時，歐陽宇潔向記者展示了她平時訓練的一

些科目。她將一副撲克牌交給記者，然後由記者隨意洗牌、
切牌，將54張牌順序打亂。她看了一遍牌序後，將牌交還到
記者手上，然後閉目回憶。約30秒後，她拿出另一副撲克
牌，按照記憶整理牌序。等她完成後，記者跟她一起將兩副
牌攤開，結果所有的牌序、花色都一模一樣。
剛滿12歲的歐陽宇潔現在還只能參加兒童組的比賽，不過
在去年安徽阜陽舉行的城市賽上，她獲得兒童組冠軍，但她
的總分比少年組冠軍的分數還高。也就是說，把她編入高一
個級別的少年組參賽，同樣能奪冠。

大腦「建文件夾」儲存記憶
歐陽宇潔參加的腦力培訓機構的負責人介紹，像宇潔這種

選手在訓練時，都是用「定樁」記憶法，「『定樁法』的作
用就相當於在自己的大腦中創建了許多分類整理好的記憶文
件夾，可以快速分類存入記憶或提取出來。」 ■中安在線

貴州女巧傳蠟染刺繡貴州女巧傳蠟染刺繡
創辦公司年銷售額逾900萬

貴州省畢節市織金縣蠟染刺繡是苗族的一項傳統技

藝。當地人蔡群利用從祖輩學來的蠟染刺繡手藝，在貴

州省和畢節市的支持下，變身蠟染刺繡老闆。目前，她

聘請了300多位苗族同鄉，她的老媽媽織布，她的女兒

和她姐姐8歲的孫女也在傳承她的蠟染刺繡。這些具有

少數民族風格的工藝美術品已遠銷香港、美國和韓國

等，去年銷售額達800萬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

93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貴州報道

■歐陽宇潔向記者展現她的記牌特技。
網上圖片

■沈宏非透露，今次參加
食尚節的所有商戶，均由
其親自推薦或審核。

記者章蘿蘭 攝

不滿足現狀 擬擴大生產

■■蔡群蔡群（（左左））表示表示，，她期望進一步擴她期望進一步擴
大海外市場銷售大海外市場銷售。。 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 攝攝

■織金蠟染刺繡作品。
網上圖片

■■蔡群蔡群8686歲的媽媽正在紡歲的媽媽正在紡
紗織布紗織布。。 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 攝攝

妙解「爭座」賓主盡歡
並非所有的婚禮都能如期順利完成，如

何在突發情況下保存東家顏面，甚至做到
主賓盡歡，成為喜娘專業素質的試金石。
陳秀蘭說，她曾遭遇「爭座」的難

堪，依舊「說盡人間好話」：「今天外
甥是大喜，感謝舅公舅婆來賀禮。我們
入鄉隨俗，祝舅婆永遠幸福。東家不是
故意，千萬不要生氣，坐哪個位置都會
給你帶來萬事如意。」

最令陳秀蘭難忘的是一場爺爺為孫子
籌辦的婚禮。「該戶的父親走了，母親
改嫁，爺爺困苦了二十幾年，拉扯孫子
長大，拜託我們一定要給他孫子一個完
整的婚禮。」
為了這場婚禮，陳秀蘭專門給那位孫

媳婦開了新娘課，叮囑兩位新人如何禮
儀到位，傳遞出對爺爺的尊重和愛戴，
「不辜負老人一片心。」

來自福州喜娘文化發源地閩侯的陳氏三姐妹雖說都是「金牌
喜娘」，但主持風格各有分別。大姐陳夏玉沉穩大方多妙

語，被稱為幽默型喜娘；二姐陳秀珍長相俊美接受新事物，被
稱為時尚型喜娘；三妹陳秀蘭曾從事過幼教工作，會說外語、
愛唱流行歌曲，被稱為文藝型喜娘。圈內人評點，三姐妹之所
以能成為福州喜娘代表，在於她們具有「六好」，即形象好、
口才好、細節好、喝彩好、氣氛好、圓場好。
陳夏玉是姐妹三人中最先入行的，如今已有24年，她是在家族的
喜娘事業中耳濡目染長大的。陳夏玉表示，剛邁入這一行時沒有所
謂的興趣，「只是覺得是自己的責任，自己就該做這一行。」

指導新人履行禮
陳夏玉對福州傳統喜娘的「工作流程」爛熟於胸：從新郎家
整理喜台——到新娘家接親——新人拜堂——入洞房滾床（找
一個男寶寶在床上滾，然後在床鋪裡灑上紅棗、花生、桂圓、
瓜子，寓意「早生貴子」）。晚上的酒宴也是重頭戲，當「太
平燕」這道菜端上來，喜娘就要陪新婚夫婦到各桌敬酒，對未
曾叩拜的親族補行拜禮。
作為婚俗傳承者，喜娘要指導新人履行婚禮儀式，同時用帶
韻的吉祥話活躍氣氛，傳達尊老愛幼、夫妻恩愛、婆媳和睦、
生兒育女的觀念。在繁複的婚禮舊俗消失的當下，喜娘持守着
閩都文化。陳夏玉舉例說，喜娘會引導新娘向公婆敬上茉莉花
茶，「『茉莉』與『莫離』諧音，既代表新娘的純潔文靜，也
預示新人的婚姻和和美美不分離。」
據了解，陳氏三姐妹已是家族中的第四代喜娘了。據第三代
喜娘、三姐妹的母親林貴英回憶，「我們家族第一代喜娘是陳

夏玉的曾外婆謝蘭金，算是清朝和民國初年的喜娘。第二代喜
娘是陳夏玉的外婆林依菊，解放後才做喜娘。」林貴英續說，
喜娘屬於草根文化，當喜娘從來沒有教材，都是靠前人口傳心
授教給後代和徒弟。

盤活禮儀用語
到了陳秀蘭這一代，喜娘則盤活了婚禮上的禮儀用語，把大

量時政、社會、民生的詞彙與語句轉換成充滿喜慶色彩的頌
詞。陳秀蘭說：「專業的喜娘要把『寬容』、『感恩』、『和
諧』這些促進家庭和睦幸福的因素，更好地融入婚禮主持
中。」

喜娘（現代稱婚禮主持人）是漢族傳統婚俗中充當「司儀」的女性角色，負責指引安排結婚禮儀並渲染

婚禮氣氛。喜娘的歷史可追溯到周代，是中式傳統婚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福建福州，喜娘被稱為「伴

房娘」。福州的喜娘文化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2014年10月被列入福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曾斬

獲首屆福州喜娘大賽「金牌喜娘」稱號的陳氏三姐妹，在喜娘文化傳承進化史中，一定程度上擔當了推手

和領跑者的角色。在福州現有逾3,000名喜娘中，陳氏三姐妹均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圖：受訪者供圖

林雁清是福州本地人，畢業於福建師範
大學英語專業，並獲得英語專業八級證
書，在當喜娘前曾有一份相當不錯的工
作。幾年前，出於對傳統婚慶行業的濃烈
興趣，她拜陳氏三姐妹為師，學習中國傳
統婚禮禮儀，並成為一名「兼職喜娘」。

「僑二代」回鄉結婚遇困
據悉，福州喜娘這一行業正呈現低齡化

和高學歷化的良性發展趨勢。福州是中國
著名僑鄉，很多「僑二代」在國外長大，

只會說英語，導致回鄉結婚見親戚時「困
難重重」。「這時若有喜娘用英語跟他們
解釋傳統婚禮的過程，解釋其中的『門
道』，就能避免不少尷尬。」林雁清的英
語專業背景，讓她見證了不少福州僑胞的
「幸福時刻」。
閩都喜娘文化傳習所從2013年初開始舉

辦喜娘培訓班，除傳授主持婚禮技巧外，
亦邀請民俗專家前來授課，課程涉及國學
歷史、閩都文化、福州話等，力爭把喜娘
培養成具有現代意識的傳統婚慶主持人。

英語專業生英語專業生
見證僑胞見證僑胞「「幸福時刻幸福時刻」」

閩「金牌喜娘」
傳承婚俗領風騷

四代口口相傳 陳氏姐妹具「六好」

■■首屆福州喜娘電視大賽首屆福州喜娘電視大賽，，陳氏三姐妹榮膺陳氏三姐妹榮膺「「金牌喜娘第一名金牌喜娘第一名」。」。

■三妹陳秀蘭會說外語。圖為她替一對香港新人主持婚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