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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剪纸、年画、泥塑等年俗文化产品消费也迎来旺季。当年味越来越淡时，也许年俗文化产品能唤醒我们对春节礼仪习

俗的记忆，重视传统节日的伦理情感。在享受现代文明带给我们的快捷与便利时，不妨选购几件年俗文化产品，或装饰家居，或馈赠

亲友，为春节增添浓浓的年味。1月 19日至 26日，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俗文化展示周（以下简称“年俗展”）在京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年俗文化产品亮相京城，提前营造出了过年的喜庆气氛。通过这些来自民间的年俗文化产品，我们能感受到中

国人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生活理想。我们也应感谢那些长期坚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一线的传承人，因为他们的付出，让我们还能

触摸到这些传统的春节文化符号，还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买到手工制作的年俗文化产品。

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

一，也是春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之一。它能营造出浓郁喜庆的节日气

氛，也承载着老百姓对幸福生活追求

的愿望。在本次年俗展上，自然少不

了剪纸的千姿百态。

来自河北蔚县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周淑英带来了不少

剪纸作品，如《鲤鱼跳龙门》、《百蝶

图》、《生命树》、《国色天香》等。在周

淑英的讲解下，记者了解到《生命树》

这幅剪纸作品由 10 多种色彩染制而

成，包含牡丹、灵芝、阴阳鱼、奇异花

朵、吉祥娃娃等 50 多种中国传统吉祥

符号。随着马年的到来，周淑英还专

门设计了应景的马年新作品，以“团

花”形式呈现，一种以梅花、福字与马

为元素，另一种则以牡丹与马为元

素。据了解，蔚县剪纸的制作工艺在

众多剪纸门类中独树一帜，这种剪纸

不是“剪”出来的，而是使用小巧锐利

的雕刀刻制，再点染明快绚丽的色彩

而成。蔚县剪纸技艺在历代相传中

也有改变。周淑英是蔚县剪纸第三

代剪纸正宗谱系传人，她继承了周派

螺旋刀、针尖刀和套染晕染等传统技

法，并创造了 7 种点染新技法，使蔚县

剪纸的技艺有了新发展。 2012 年春

节期间，周淑英的作品《九龙图》、《生

命树》、《天下第一福》等登上了中央

电视台的新春晚会。近年来，蔚县剪

纸逐步产业化，传统的剪纸技艺正面

临机器剪纸、电脑剪纸带来的冲击。

但周淑英一直坚持手工制作。她说：

“手工剪纸作品细腻柔和、生动活泼、

色彩明艳亮丽，这是机器做不到的。”

来自江苏扬州的工艺美术师张

慕莉则带来了独具江南风格的剪纸

作品。她出生在一个相传六代的剪

纸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剪纸艺术。张

慕莉在扬州剪纸博物馆工作，她主要

负责剪纸的设计创作，产品的销售则

由博物馆的其他人员负责。创作设

计和经营分开的管理机制使得张慕

莉能够潜心做设计。她给扬州剪纸

的特点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色彩淡

雅、线条清秀、细腻精致，看上去有一

种文人气息。扬州剪纸的原材料是

宣纸，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张慕莉

说：“我们用的材料是白色宣纸，目的

是便于长期保存剪纸作品，因为白色

宣纸有个好处，放几十年颜色都不会

变。”如今一些人从扬州剪纸提取传

统元素，进行创新，设计出了多款剪

纸礼品和旅游纪念品。在张慕莉看

来，扬州剪纸已经从实用转向了艺术

欣赏，这为扬州剪纸在当代发展找到

了新空间。

来自吉林省辉南县的辉发满族

剪 纸 将 东 北 的 年 俗 气 息 带 到 了 北

京。辉发满族剪纸始于明朝，产生于

辉南县抚民镇。辉发满族剪纸的色

彩单一、明快，剪法具有稳、准、巧的

特点，彰显着辉发女真部落的热情与

奔放。辉发满族剪纸传承人徐贵库

从 7 岁开始学剪纸，如今，徐贵库成立

了自己的剪纸设计制作公司，开设了

17 家分店，年营业额 40 多万元。通

过不断努力，他让辉发满族剪纸渐渐

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将剪纸设计

跟家居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扩展传统

剪纸的当代使用范围，打开了销售渠

道。在发展剪纸文化产业的同时，徐

贵库并没有忘记剪纸技艺的传承。

曾当过多年老师的他经常给当地大

中小学的学生们讲授剪纸技艺，普及

剪纸文化。

年画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年画大都在春节期间张贴，借此祈

福迎新，承载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传承的基础

上，一些从业人员也设计出了适合当代

人生活需求的年画创意产品，它们散发

着现代气息，但又不失传统韵味，同样

表达着中国人对幸福的不懈追求。

在本次年俗展上，记者见到了以

创意产品开发闻名年画界的四川绵竹

年画，在展厅内，除了老一辈民间艺术

家的传统作品外，还有年轻人设计的

创意产品。绵竹年画博物馆工作人员

周斌说：“现在我们已经设计出了以绵

竹年画为载体的木雕系列、布艺系列、

刺绣系列等几大类创意产品。”绵竹年

画距今有 500年历史，是中国著名的木

版年画之一，具有构图完整、人物夸

张、线条古朴流畅、色彩艳丽明快的艺

术风格。在内容上，绵竹年画内容广

泛，品类繁多。在形式上，绵竹年画主

要有木版套色、绘印结合和完全绘制

3 种。十几年来，绵竹年画的境遇发

生了较大的改变。周斌说：“1996 年，

只有 3 家企业生产制作绵竹年画，如

今，绵竹年画的生产已经达到规模化，

带动了当地 30 多家企业发展，年产值

达到了 1000 万元，很多人以剪纸为

生。”目前，绵竹年画多以礼品和旅游

产品销售，售价每件在几十元至几万

元不等。绵竹市每年都会举办年画

节，吸引游客到绵竹寻找年味，体验年

俗文化，他们离开绵竹时，往往会购买

年画留作纪念。

中国工艺美术师邰立平带来了具

有西北风的凤翔木版年画。邰立平介

绍，陕西凤翔木版年画，源于凤翔县南

里邰姓，距今已有 500多年历史。邰氏

年画最鼎盛时年产销 600万张，全以手

工印制，局部手工填染，套金套银而

成，色彩对比强烈、造型夸张饱满。因

历史原因，凤翔年画制作技艺一度消

失。1978 年后，邰立平对流散民间的

古样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和复制，使

这一古老艺术得以传承下来。目前，

他的作品被国内外 200 多个艺术学院

和单位收藏。邰立平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喧嚣的当下，他并

没有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而是安心

修复传统技艺，潜心创作年画，将凤翔

年画的制作技艺原汁原味地传承下

来，履行了传承人的义务与责任。

年俗文化产品让年味更浓

泥塑是中国的古老艺术，民间艺

人用天然的或廉价的泥土，制作出精

美小巧的工艺品，既可观赏陈设，又可

让 儿 童 玩 耍 。 来 自 于 大 地 母 亲 的 怀

抱，泥塑就像是凡间的精灵，为人们带

来了喜与乐。而在科技快速发展、娱

乐多样化的今天，热爱泥塑则是人们

追求返璞归真的具体写照，是人们追

求时尚和个性的体现。

来自河南浚县的泥咕咕带来了马

年的吉祥物，一排活灵活现、逗人喜爱

的小马吸引了参观者问询。泥咕咕是

浚县民间对泥塑小玩具的俗称，浚县

泥塑形体较小，大的不足 20厘米，小的

只有 4 至 5 厘米，因其尾部有两个小

孔，吹时可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得

名。浚县泥咕咕的特点是以黑色为底

色，然后在底色上用自制的毛笔点画

出各种花样。彩绘是以黑色、棕色打

底，再描绘上白土粉、大红、大绿、大

蓝、大黄等条纹。泥咕咕制作所使用

的颜色以蛋黄调制而成，因此成品的

色彩明亮，对比强烈。因其历史悠久，

具有鲜明的民俗文化内涵，被民俗专

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2006年 5月，该

遗产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王宏瑞是浚县泥咕

咕传承人王学峰的大儿子，目前，他跟

随父亲学习泥咕咕的制作。泥咕咕产

品的价格在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在传

承技艺之余，王宏瑞也设计制作了一

些实用的产品，比如为汽车做了几款

泥咕咕装饰品。他希望为泥咕咕找到

一条市场发展之路。

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带来了形

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小泥人。泥人张彩

塑在艺术上继承了我国古代泥塑的优

秀传统，并有所发展和创新，使其从佛

殿神堂步入了寻常百姓家。泥人张彩

塑于 2006 年 5 月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

张彩塑工作室的设计人员刘云雀介绍，

泥人张彩塑创作题材广泛，或反映民间

习俗，或取材于民间故事、舞台戏剧，或

直接取材于《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

典文学名著，所塑作品神形兼备。泥人

张彩塑用色简雅明快，用料讲究，所捏

的泥人历经久远、不燥不裂。泥人张彩

塑属于室内陈列性雕塑，一般尺寸不

大，高约 40厘米。正因为泥人张彩塑的

这些优点使其在当代受到人们的欢迎，

刘云雀所在的工作室门店 2013年的营

业额就达到了 1600多万元。

花灯是农耕时代的文化产物，也

被称作“神灯”，它具有酬神娱人的功

能。在现代社会的庙会、元宵节上，花

灯仍是主角之一，它烘托出了节日祥

和喜庆的氛围，为人们增添一抹传统

的光亮。而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的今天，那些花灯之乡的年轻人也从

长辈手中接过手艺，设计出了方便实

用的现代花灯。

来自浙江仙居的传承人王汝兰带

来多盏纯手工制作的仙居花灯。这些

花灯的显著特点是灯面的图案由刀凿

针刺成孔，灯身无骨，全由纸片粘贴而

成，其工艺不得不让人叹服。据介绍，

仙居花灯融绘画、刺绣、建筑艺术于一

体，空间感强，立面变化丰富，结构细

腻生动，是传统女红技艺的杰作。在

当地，仙居花灯既用作馈赠的礼物，又

用于民居装饰，在民间节庆活动中更

占有重要的地位。仙居花灯单灯风姿

卓越，组灯气势恢弘。单灯主要有花

兰灯、荔枝灯、龙凤八卦灯、绣球灯、宝

石灯、珠兰灯等几大类。2006 年 5 月，

该遗产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一盏普通

的仙居花灯制作耗时需要 3 至 5 天。

王汝兰从事花灯制作已有 40 多年，她

告诉记者，现在她所在的仙居县皤滩

古镇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中有一部

分人还跟着她学习花灯制作，如今，每

年她大约能卖出 100 多盏花灯。王汝

兰的徒弟郑斌此前是做工业设计的，因

为爱好花灯设计，向王汝兰拜师学艺，

他已在尝试设计出贴近当代人生活的

创意花灯。他希望仙居花灯能为更多

人带来生活的乐趣。

来自浙江海宁的硖石灯彩迄今已

有 1200 多年历史，早在唐僖宗年间就

已经誉满江南，南宋时被列为朝廷贡

品。硖石灯彩工艺独特，其制作主要以

拗、扎、结、裱、刻、画、针、糊“八字技法”

见长，尤以针刺花纹精巧细美取胜，玲

珑剔透、惟妙惟肖的立体画面，给人以

传神之感。2006年 5月，该遗产被文化

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为了让年轻人能传承这门手艺，

2006 年，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成立了

硖石灯彩工作室。该中学的学生在保

留传统元素基础上进行创新，已研发出

了一系列灯彩创意产品。除此之外，在

当地，还有几家硖石灯彩生产制作企业

扛起了发展灯彩文化产业的大旗，这些

企业以硖石灯彩为载体，注入了科技含

量和时代气息，在声光电和传动装置上

不断改进和创新，已延展出座灯、提灯、

壁灯、挂灯和礼品灯五大现代灯彩品

种。目前，海宁市为促进灯彩的发展，

每年举办元宵节、中秋节两次常规灯

展，每 5 年举行一次大型迎灯行街活

动，吸引了很多海内外游客，成为硖石

灯彩展示传统魅力的盛会。

□□ 本报记者 毛俊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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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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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剪纸传承人周淑英代表作《鲤鱼跳龙门》
绵竹年画《母子同乐》

绵竹年画《三星高照》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邰立平作品

仙居花灯传承人王汝兰作品

在浙江仙居皤滩古镇，仙居花灯成为吸引游客的招牌天津泥人张彩塑

河南浚县泥咕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