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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陇绣 古拙中流露天工
华池是陕甘边最早的革命

根据地之一。1929年建立党组
织，1930年建立了革命武装南梁
游击队。1934年，刘志丹、习仲
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华池南梁
创建了西北第一个陕甘边苏维
埃政权南梁政府，开辟了陕甘革
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
了落脚点，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
星之火。

在进博会的中国非遗板块
展区，记者见到了这块中国红色
土地上勤劳智慧的华池人民如
何用双手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
间文化。在南梁，剪纸、香包、刺
绣、皮影、民间绘画、民歌、南梁
说唱等民间艺术久负盛名。

华池县南梁当地的刺绣统
称为陇绣，传承千年，目前已经
积累了100多种刺绣方法。当地
的刺绣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人物宗水红，是真正通过刺
绣手艺从困难户脱贫走上致富
的典型人物。她说，陇绣的特点
是突出了陕甘地区人们粗犷的
性格特质，色彩对比强烈，民
风淳朴。通过夸张

化的描述，憨态可掬的造型，赋
予作品更多的美好寓意；或怪诞
抽象，或浑厚质朴，或气韵生动。

刺绣材质全部使用纯棉
线。一款乌龟形状的手包绣着
艳丽无比的牡丹花形，寓意吉祥
富贵，长命百岁。另外一款手包
则绣着动物中的“五毒”（含辟邪
之意），蟾蜍嘴里吐出了十串铜
钱，其寓意为十全十美。这些在
中华大地上诞生的民间智慧也
代表了陕甘劳动人民的美好心
愿。据记者现场了解：陇绣的针
法包括了掺针绣、长短绣、锁边
绣、平绣、链条绣、踏针绣、纳针
绣、蜘蛛绣、玫瑰绣、打结绣、缠
针绣等绣法，这些绣法在时代变
迁中传承至今。

最早的文物记载是陇绣之
最千岁香包，粗布刺绣，香包上
头镶嵌着玛瑙做的链子，是当地
双塔寺出土的文物，距今已有上
千年的历史，也就说明陇绣早在
千年前就已在甘肃民间出现。

陇东剪纸 纸间神奇蕴意深厚
陇东剪纸在手法上分成染

色剪纸、单色剪
纸 和 套

色剪纸，正像陕甘地区的风土人
情和性格特质，剪纸作品色彩鲜
艳，充满了美好的寓意。可以
说，当地的剪纸艺术粗犷中不失
细腻，浓艳中不失淡雅，集民间
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一身，以其古
朴的情韵，鲜明的特色和强烈的
感染力，深受国内外学者的赞
誉。

赵星萍是甘肃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也是当地非遗文化的培训导师
和进行非遗文化市场化的带头
人。她的创作类型上主要集中
于红色文化主题、现当代文化主
题等内容，作品数以千记。

为了促进当地非遗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
遗成为“活着”的民间文化，赵星
萍引导当地贫困户参加手艺培
训，每年培训人数超过500余人，
带动当地的贫困户通过传统手
艺脱贫致富。而通过世界性的
文化交流，当地的非遗文化还在
埃及等国进行了交流互动。通
过进博会的平台，甘肃的非遗文
化也能够站在更高的视野和格
局上去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
化的未来。

绞胎瓷 表里如一真君子
绞胎瓷起源于唐、兴盛于

宋，是众多中国瓷器中非常独特
的一种，以其表里如一的纹理和
不可复制的色彩变化而独树一
帜。这个瓷种历经沧桑变迁，一

度失传。柴战柱是河南绞胎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0
多年来，以柴战柱为代表的传承
人，艰难探索，以绝不放弃、永不
满足的匠人精神，使这种难度极
高的绞胎瓷制作技艺得以复原
和发展。

记者进行现场采访时，柴战
柱公务在身，已离开现场，幸遇
其夫人李红霞女士仍在现场，遂
听其重点介绍了河南绞胎瓷独
特的艺术工艺以及柴战柱作品
的文化价值。绞胎瓷其独特价
值在于技艺失传千年，借由柴战
柱等人之手得以复兴。绞胎瓷
的纹理拥有独特之美，只有相同
的器型，没有相同的纹路，因为
纹理造型上的差异以及烧制工
艺的差异，绞胎瓷的每一件作品
都是独一无二的。据李红霞女
士介绍，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表
里如一真君子，千年传承绞胎
瓷。

东巴文字 传承千年跃然纸上
从普洱贡茶，到纳西族的东

巴象形文字，再到东巴的造纸技
艺，丽江的民族刺绣，丽江带来
的非物质文化成果展示，也让进
博会观众看到了中国多民族融
合下的伟大文化复兴。

在纳西族的文化中，东巴象
形文字与东巴造纸是互为关系
的有机载体，均为当地的标志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的象形

文字距今千年历史，具有很好的
艺术价值。现场书写的和正文
是丽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
象形文字的代表性传承人。而
书写东巴文字的载体东巴造纸，
取自丽江海拔3000米以上的一
种天然植物的树皮，是用传统古
法保存至今的造纸工艺。

丽江白沙锦绣艺术院院长
陈智负责这次丽江非遗文化的
组团参展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
能就是促进和保护丽江的传统
民族文化。陈智说起这次参加
进博会最大的感受就是趁兴而
来，满意而归。从丽江非遗文化
的传播而言，借助这样的平台，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不但促
进了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
现场达成了文化产品的交易。
陈智说道：“来到展台的外国嘉
宾叹为观止，他们想象不到在如
此发达的时代，竟然能看到保存
完好的拥有千年文化历史的东
巴象形文字。”

几日来，在进博会现场，许
多东巴象形文字的爱好者慕名
而来，购买和预定定制化的艺术
作品。对非遗文化而言，经济是
撬动发展的供需杠杆，只有非遗
传承人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才
能更好地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
和保护。通过市场手段，通过交
易得以培育传承保护的资金以
及丰厚的文化土壤。经济促进
和文化传播是两种相辅相成的
手段，缺一不可。

陇东剪纸瑰丽 绞胎瓷传承千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进博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

中国华夏大地，文明渊源流长。在本届进博会上，中国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道靓丽的中国底色，令外宾
叹为观止，也在交融共享的进博会平台上，引领了东西文化的深度碰撞。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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