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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既激动又好奇的心情，我
参加了这次的融媒会员小记者活
动。我早早就到达了集合地点，生
怕自己迟到。在车上，我跟四（1）
班的好朋友一起欣赏沿途的美景。
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大名鼎鼎的苏州丝绸博物馆。

下车后，我们看着博物馆里精
美的建筑和展示的蚕丝制品，惊讶
得合不拢嘴。那些真的是手工编织
出来的吗？我心中想着。逛博物馆
时，我看到了许多清朝的作品，比
如：缂丝麻姑挂轴、白地盘金绣人
物动物花卉风景纹云肩、朱红缎地
彩绣风景花卉纹对襟女褂和缀绣白
鹇方补等。每一件都独一无二，色
彩鲜艳，就像刚刚被制作出来一
样，它们被仿制得非常逼真。走到
中间时，我发现了一件金光闪闪的
龙袍，这件龙袍不仅制作材料考
究，刺绣技艺更是精湛无比。讲解
老师说那是用真金绣制出来的，绣
完整个龙袍，工匠们整整花了一年
的时间。

走进博物馆的最后几个展厅，
我们看到了人工制作的蚕丝服饰，
也看到了真人在使用古代机器制作
丝绸的过程。我觉得他们非常厉

害，我都不会用那些工具，他们竟
然用得非常熟练，就像古代人真的
在用这些工具来织衣服一样。

最后，我们尝试了自己做蚕丝
扇。蚕丝扇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
要先把适量的碱小心翼翼地融化在
热水中，并让蚕丝在其中浸泡一段
时间以去除杂质。然后，用一个小
扫帚把丝卷起来，缠在扇框上，一
直缠到自己满意为止。再贴上自己
满意的装饰，一个蚕丝扇就做好
了。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并不容
易。我们光是绕蚕丝就用了好久，
怎么绕都不满意，怎么绕都缠不出
那种发白的效果，手都酸了。但想
到古代人们织衣服的辛苦，我们还
是坚持了下来。当做完装饰，我把
扇子举在手里那一刻，看着自己手
中制作出的华丽蚕丝扇，心中充满
了成就感。

在大巴车返回的路上，我思绪
万千。这次活动让我深刻体会到了
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作为新时
代的好少年，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
扬这种精神，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中不断前行，坚定奔向中华民族的
美好未来。

（指导老师：董倩）

探寻丝绸文明 传承非遗文化
——2024年度融媒会员小记者采风活动29

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州丝绸博
物馆，探访“潮涌丝路长”长江丝
绸文化展。

跟着讲解员阿姨，我们看到了
许多人工织造的丝绸物品。在一间
房里，有两个工人在一个丝绸织机
上工作：一个人负责抽丝，另一个
人负责制作丝绸。听着讲解员阿姨
的讲解，看着工人的操作演练，我
深刻地了解到蚕茧是如何变成蚕
丝，蚕丝又如何被织成丝绸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蚕宝宝
屋。里面有一个笸箩，里面有许多
的蚕宝宝。讲解员阿姨说，一定要
保证所有蚕宝宝的健康，因为只要
有一只蚕宝宝突发疾病，其它的蚕
宝宝就可能被传染，这样所有蚕宝
宝都会死掉。长大成熟的蚕宝宝会
在旁边的木棍上结下蚕茧，有的已
经破壳而出变成了蚕蛾，有的还在
茧里沉睡。这时候，我惊奇地发
现，蚕茧的边上有很多小黑点点。
我问讲解员阿姨这是什么，她告诉
我：“这是蚕卵。蚕卵是雄蛾和雌蛾
互相交配后产下的。在它们交配完
成之后，雄蛾会立刻死掉，雌蛾在
产卵之后也会死掉。”这也太神奇
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这句话不禁让我想到了老师
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

真是鞠躬尽瘁……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宽敞

的大厅。每个人面前都放了一个装
满热水的盆子，里面有三个蚕茧。
老师给我们发放了材料，并演练了
如何把空心扇子缠满蚕丝……我按
照老师的步骤开始缠了起来，这也
太难了吧……我屏住呼吸，一丝不
苟地缠了起来。缠了整整一个多小
时，我已经满头大汗，心烦意乱，
手指都快缠破了，隐隐作痛……可
想而知，这是一项多么费时费力的
工序啊！看着周围的同学们也都在
认真地缠着，我心想：不能气馁，
就再接再厉！终于，我缠完了蚕
丝。我在扇子的表面装饰上了蝴蝶
和小草，贴上了亮晶晶的小钻石，
包上包边条，一把漂亮的蚕丝扇子
就成功完成了！扇了一下，还真有
风！一下子把我的疲惫和热意都吹
散了！

最后，讲解员阿姨还教会了我
们如何辨别丝绸的真假，并采访了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快结束的时
候，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真的好喜欢这次的“潮涌思路
长”长江丝绸文化研学活动，它让
我感受到了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指导老师：董倩）

随着时光的脚步，我和常青藤
的融媒会员小记者们一起踏上了探
寻古老丝绸文化的旅程。在苏州丝
绸博物馆，历史与现代交织相融，
每一步行走都仿佛踩在了时光的长
河上。

进入博物馆，那些前所未见的
丝绸展品映入眼帘。它们或华丽绚
烂，或简约现代，从古代的华丽绸
缎到现代的时尚设计，无不彰显着
丝绸工匠的智慧与匠心。在这丝绸
的映衬下，我仿佛和其他小记者们
一起穿越了时空，置身于古代丝绸
之路的繁荣景象之中。

接着，老师带领我们了解了丝
绸的整个过程。从蚕虫的卵、幼
虫、蛹、成虫四个生长形态，到蚕
丝的提取、织造、印染等各个环
节，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丝绸的神

奇之处。在蚕丝厅，我们亲手体验
制作了蚕丝扇，体会到丝绸工艺的
复杂与精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
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词，正是对
古代丝绸工人无私奉献精神的写
照，他们像春蚕和蜡炬一样，用自
己的生命编织出温暖与光明。

这次参观让我深刻感受到丝绸
文化的历史底蕴、技艺精湛以及中
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苏州丝绸
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展示丝绸精品的
殿堂，更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教科
书。这里的每一件展品、每一个细
节，都在诉说着丝绸文化的辉煌与
传承，传承与创新的交织之美。这
趟丝绸之旅，让我对丝绸文化有了
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也为我未来的
学习和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视角。

（指导老师：董倩）

十月的某个周末，在蒙蒙细雨
中，我们参观了苏州丝绸博物馆，开
启了一场别样的体验。

我们首先参观了古代厅，里面陈
列了很多丝绸文物，涵盖了各个历史
时期，其中明清时期的保存最为完
整。这些文物都非常精美，即使穿过
历史的光阴，依然散发着精巧的韵
味。最让我惊叹的是一件明朝的素缎
孔雀绣纹长袍，它是深褐色的，乍一
看不怎么起眼，但是仔细品味却令人
叹为观止。一针一线都彰显了古人丝
绣技艺的精湛，那些花纹和图案都很
立体，像极了今天的3D技术，而那
可是几百年前，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条
件下，全靠匠人们赤手裸眼的手艺，
真的让我佩服极了。此外，我还见识
了“三寸金莲”，古人的生活中，很
多细节都充满了情趣和精致。

带着好奇和遐想，我们又来到了
蚕桑居，了解了蚕宝宝的一生。虽然
我之前养过蚕宝宝，但是第一次近距
离看到如此多的蚕宝宝，还是非常震
撼的。蚕宝宝的一生似乎就是在为人
类作贡献，难怪会有“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千古名句，
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那种无私的奉
献精神。

我一边低着头沉思，一边跟着队

伍慢慢挪动，忽然就传来同伴们的惊
叹声。我连忙抬头，只见一台硕大的
织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听
着工作人员的讲解，我才知道这是大
花楼织机，专门用来织造漳缎的。时
至今日，这种机器的操作依然复杂烦
琐，而且一丝一毫都不能出错。我恍
然大悟，瞬间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丝绸
制品价格昂贵，是因为它们背后付出
了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之后，我
们开始亲自动手实践。这是大型蚕丝
扇的制作现场，同学们都兴致勃勃、
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有的同学
心细手巧，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
了，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
成。我正想炫耀一番，环顾左右，却
发现大家已经开始互相夸赞了。唉，
果然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最后，大家欢笑着，纷纷高举着
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栩栩如生的金
鱼、有香远益清的空谷幽兰、有风姿
绰约的凤凰……我望着大家灿烂的笑
脸，竟有些恍惚。原来，无论光阴怎
样流逝，那些刻骨铭心的美好，都会
一直传承下去，并且在历史的长河中
愈发璀璨夺目、惊心动魄。

（指导老师：董倩）

在烟雨朦胧的日子里，苏州宛如
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我们融媒会员小
记者开启了苏州丝绸博物馆之旅。坐
上大巴，大家满是期待，一路欢声笑
语，随后便抵达了苏州。

走进博物馆，仿佛踏入了丝绸的
奇妙世界。狩猎纹丝绸制品图案栩栩
如生，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五六米长
的锦缎华丽大气，尽显古人精湛的技
艺；还有古代护臂，让人想象其经历
的岁月。接着，我们参观了古代纺织
机、竹笼机、素织机、丁桥机和罗织
机等一一呈现，仿佛能看到古代工匠
们辛勤劳作的场景，他们用双手织出
了一匹匹精美的丝绸。而最让我兴奋
的，是看到了可爱的蚕宝宝。一个笸
箩里装满了桑叶，桑叶上密密麻麻都
是蚕宝宝，它们一个个吃得圆鼓鼓、
胖嘟嘟的，可爱极了。我还了解到，
蚕宝宝不仅能吃桑叶，还能吃莴笋叶
呢！

最后我们制作了蚕丝扇。先挑选
完好的蚕茧泡软，然后小心翼翼地撕
开一端抽出丝，开始沿着准备好的扇
框一圈一圈地缠绕。刚开始，我还有
些手忙脚乱，不是丝缠得太松，就是
缠绕得不均匀，但是我没有放弃，不
断调整着手法。在往扇面中间填充蚕
丝时，我把丝以不同方向交叉缠绕，
让扇面更有层次感。充分利用蚕茧自
带的黏性，我把丝仔细地粘在扇子的
柄与扇框的交界处，让它更牢固。随
后，我又在扇面粘上了两条刺绣金
鱼。不仅如此，我还点缀上了一些闪
耀的钻石以及圆润的珍珠。经过装
饰，我的扇面别提有多漂亮了，简直
精美绝伦，让人爱不释手。

这次博物馆之行，让我学到了丝
绸知识，又体验到了制作的乐趣。苏
州，这座江南水乡，给了我一段难忘
又值得珍藏的经历！

（指导老师：汪洋）

作为融媒会员小记者的一员，这
回我们迎来了一次别具地方特色且
富有意义的文化探索之旅。我们走
进了苏州丝绸博物馆，一起探寻长江
丝绸文化的发展历程。

苏州丝绸博物馆于1991年建立
并开放，是我国第一座丝绸专业博物
馆。刚到达博物馆，馆外那座充满设
计感的艺术建筑——《四方的雨》就
吸引了我。千条万缕的纯白色“丝
雨”垂直落下，仿佛千万根晶莹顺滑
的蚕丝悬挂于上，静静地诉说着江南
丝绸的发展历史。建筑的尽头便是
苏州丝绸博物馆，馆内设有历史馆、
现代馆、未来馆、桑梓苑等六大展区。

进入展区，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
精美而又繁复的丝绸世界。从桑蚕
的起源，到复杂的生丝工艺，再到精
密的古代织机，以及各式各样的绸缎
布匹，无不彰显了中国丝绸的精致华
美与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勤劳。我站
在织染坊的花楼织机前，被古代人民
高超的织造技艺及创造力所折服。

两层高的织机上，有工匠在呈现着古
法的丝绸编织，五颜六色的丝线穿梭
其中，就像一条光彩夺目的彩虹瀑
布。这些五彩的丝线经纬交织，织出
了一匹匹华丽的绫罗绸缎，也组成了
一幅幅充满文化底蕴的历史画卷。

最后，我们还亲手体验了蚕丝扇
的制作。从缫丝开始，从蚕茧到蚕丝
再到丝扇，虽然只是部分简单的工
序，但我还是不禁感叹于传统手工艺
的无尽魅力。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传
承的使命感。在如今经济科技高速
发展下，传统的手工业已经鲜有人问
津。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祖国花朵，应
该肩负起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让古
今结合，为传统技艺注入活力与创
新，让我们的丝绸文化继续在历史长
河中流传下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久久回味，仿
佛又梦回到了那“姑苏半城，万户机
声”的丝绸繁华鼎盛之时……

（指导老师：董倩）

今天虽然下着小雨，但也抵挡不
住我们融媒会员小记者的研学热
情。今天，我们的研学目的地是苏州
丝绸博物馆，就让我们出发吧，去探
寻这座博物馆的神奇所在。

进入博物馆，首先来到的是历史
馆。这里陈列了我国各个时期的丝
绸展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历史
馆中的蚕桑居，里面生动地展示了蚕
宝宝如何从幼虫变成蛹，最后变为成
虫的过程。

现代馆汇聚了古今中外的丝绸
精品。我在这里领略了苏州丝绸的
精湛工艺、服饰变迁以及丝绸发展的

历程。我被这些精美的丝绸衣物深
深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
丝绸世界。

接着，我们来到了未来馆。里面
展示了丝绸产业的创新技术，让我们
沉浸式体验了丝绸元宇宙。虽然我
对这些新技术还一知半解，但它们却
让我对未来的丝绸世界充满了无限
的遐想和期待。我们每个人还动手
制作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

苏州丝绸博物馆研学之旅，让我
深深感受到了长江流域丝绸文化的
魅力，真让我难以忘怀。

（指导老师：祁健）

踏入苏州丝绸博物馆，仿佛置身
于一座丝绸的殿堂。从外观上看，博
物馆建筑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典雅韵
味：白墙黛瓦、飞檐翘角，宛如一位
温婉的古典佳人静静伫立。那扇古朴
的大门，像是历史的入口，邀请着人
们走进丝绸的奇妙世界。

走进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清
朝中期一幅巨大的丝绸画卷。它如同
一部史书，用精美的画面展现了苏州
丝绸悠远的发展历程。沿着参观路线
前行，能看到陈列着的各个时期的丝
绸文物：有古代精美的丝绸服饰，从
华丽的宫廷礼服到简约的民间衣裳，
每一针每一线都诉说着不同时代的故
事。那些服饰上的刺绣图案，无论是
娇艳欲滴的花卉、栩栩如生的飞鸟，
还是姿态各异的人物，都绣工精湛，

色彩依旧鲜艳夺目。
还有古老的养蚕器具和缫丝工

具，它们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尽管外
表粗糙却有着非凡的意义，见证了丝
绸制作工艺从简陋到精细的演变。这
里还展示了不同风格的丝绸织物——
锦缎、绫罗、绢纱等，每一种都散发
着独特的质感和光泽。在灯光的照耀
下，它们闪耀着丝绸文化的璀璨光
辉。

在这样的环境中制作蚕丝扇，更
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奇妙感觉。手中
的蚕丝仿佛有了生命，带着千百年的
传承，在我的手中慢慢编织出美丽的
扇面。每一个动作都满是敬畏与热
爱。这次参观和体验，让我深深沉浸
在苏州丝绸文化的魅力之中。

（指导老师：董倩）

上周六，我作为融媒会员小记
者的一员，来到了苏州丝绸博物
馆。这次参观让我认识了长江丝绸
古老的文物，并获取了丰富的丝绸
文化历史知识。接下来，请跟着我
的视角来一起探索吧！

首先，进入古代厅，这里向我
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汉代以及
唐代的丝绸文物。其中有一件明代
的文物，整体呈现出深褐色，名叫

“素缎孔雀绣纹长袍”，在苏州市郭
巷通桥村出土。古人凭借当时落后
的技术水平，竟能制作出如此震撼
精良的成品，真是让我佩服不已。

接下来，我来到了古代厅之一
的蚕桑居。蚕桑居生动地展示了蚕
的一生，卵、幼虫、蛹、成虫四个
形态过程。参观完蚕桑居后，我们
就来到了织染坊。这里我认为是最

具特色的一部分，展现在眼前的是
代表中国最高织造技艺的宋锦小花
楼织机和五彩漳缎大花楼织机。我
还亲手触摸了绫、罗、绸、缎，
锦、纱、绡、娟，感受了不同材质
的丝织品所承载的千年历史和文化。

最后，我回到了门口处的展
厅，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做蚕丝
扇。第一步，用热水把蚕茧泡出丝
来；第二步，用丝把扇子一圈一圈
地缠缠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终
于做出了蚕丝扇的基础架构。最后
一步，贴上精美的装饰物，一把美
丽的蚕丝扇就大功告成啦！

能参加此次“潮涌丝路长”的
展览，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我对
长江文明的一次探索，仿佛上了一
堂生动的长江丝绸文化历史课！

（指导老师：董倩）

我有幸参加了市融媒体中心组
织的会员小记者活动——“童眼看
长江”。我们来到了中国第一所丝绸
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开启
一场与丝绸的美丽邂逅。在讲解老
师的引导下，我们首先了解了被誉
为“蚕神”的嫘祖的故事。随后，
在文物展示区，我们看到了许多文
物，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
这些花纹样式往往寓意着当时的生
活场景或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
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服装，纹样栩栩
如生，鲜活精巧，让我们不得不佩
服古人的智慧。

刺绣是一种流传千年的民间艺
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古人
的智慧与情感。从古至今，诞生了
苏绣、蜀绣、湘绣等名绣。我们观
赏了用不同技艺绣出来的老虎：苏
绣的老虎像是从水墨画里走出来

的，而蜀绣和湘绣的老虎看起来毛
茸茸的，既生动又可爱。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丝绸的制作
过程，我们现场制作了一把蚕丝
扇。老师首先展示了缫丝的工具，
那工具长得像扫帚，可以将丝从蚕
茧上剥离。她将蚕丝缠绕在扇骨
上，然后一圈一圈地卷在扇面上。
我动作迅速，也照样做了起来。不
久后，一层薄薄的蚕丝就均匀地缠
绕在了扇骨上。我忍不住伸手触摸
了一下，那蚕丝既柔软又细腻。我
想，要是真把这丝绸穿在身上，那
将会有多舒服呀！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古
代丝绸文化的深厚底蕴，领略了一
针一线之间的传统之美。这面我亲
手制作的蚕丝扇，将会成为我最难
忘的回忆之一。

（指导老师：薛丽娜）

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州丝绸博
物馆，这里蕴含着丰富的丝绸文
化，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当我踏入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那
一刻起，就能清晰了解到此馆分为
历史馆、现代馆、未来馆等六大展
区。历史馆中有古代厅、蚕桑居、织
染坊等展区。古代厅里展示了春秋
战国、两汉、唐代等不同时期的丝绸
服饰。而古代厅中的条形几何纹锦
最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上面的每
一条花纹虽然只有一厘米宽，但密
集到每条花纹都能织二百四十根
线，这让我惊叹不已。我试着用黑
笔在指甲上试着画了画，结果连二
十根线都没画完就失败了。可想而
知，那些匠人的手艺有多么精湛！

我非常期待的制作蚕丝扇环节
终于来临了。虽然我曾经了解过一

点制作蚕丝扇的过程，但我还是没
有十足的把握能完全制成。在老师
的讲解下，我有条不紊地开始制
作。首先，我将蚕茧泡在热水中，
然后再拿一把扫帚在水中搅拌一会
儿。接着，再把扇子拿出来，将蚕
丝慢慢提起，并将蚕丝揉均匀，挂
在扇子的一端，一圈一圈地绕……
直到绕到自己满意的厚度，再贴上
纸图案，就圆满完成啦！看着自己
亲手制作成的精美扇子，我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通过参观苏州丝绸博物馆，我
知道了这次展览是对长江文明的一
次深入的探索。从古老的织造技艺
到现在的丝绸艺术，让我感受到非
遗技艺的精巧，展现了长江文明所
展现出的无尽魅力！

（指导老师：董倩）

蚕丝探访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翟浩羽

穿越千年的丝绸之旅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顾星豪

锦上添花寄深情
——苏州丝绸博物馆参观记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茹 莲

难忘的苏州丝绸博物馆之行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戴玟馨

丝绸文化探索之旅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展苏晨

一场难忘的丝绸文化盛宴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卢佳昕

历史与艺术的交织之旅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陈亭羽

探索长江丝绸的千年历史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蔡昊翀

潮涌丝路长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桑 晔

探丝绸文化，知长江文明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蔡昊熹

小记者活动合影

感受古代智慧
常青藤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朱纯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