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阳泉市平定县冠庄村的工作室里，张

宏亮正在给新制作的“百年辉煌杯”拍摄短视

频。51 岁的他出生于陶瓷世家，是国家级非遗

平定砂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在大多数人眼里，砂器只是用来熬药煮粥

的砂锅。可张宏亮觉得，要想让更多人看到砂

器的独特之美，必须创新。他对原料配方、成型

方法、窑温控制等关键环节进行改良，研发了 7
个系列 1000 多个品种的砂器，还复原了一度失

传的“薄胎砂锅”烧制工艺。这几年，他尝试结

合山西平遥推光漆制作出色泽鲜艳的花瓶、糖

果盒等作品，还融合剪纸、刻花等元素改良外观

装饰。

为了让年轻人更了解砂器，2019 年开始，

张宏亮在短视频平台快手上展示砂器的制作过

程，传播砂器文化。不到两年时间，他发布了

300 多个短视频，做了近 70 场直播，收获了 8 万

多粉丝。“旋转的韵律”“火的语言”“泥巴的骄

傲”……视频的名字凝聚了张宏亮对手艺的热

爱，“我想让更多人看到砂器的魅力。”

古老砂器也在线上传播中收获了更多网

友的关注和认同。有网友留言说：“普通的泥

巴 在 大 师 手 里 变 成 了 一 件 件 艺 术 品 ，向 手 艺

人致敬！”

张宏亮让平定砂器“触网”的探索，也是乡

村手艺人创新传播渠道的缩影。据了解，快手

“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持续关注乡村创业者，

截至去年 11 月已发掘和扶持超过 100 名乡村创

业者，培育出 57 家乡村企业和合作社，累计带

动 1 万多户贫困群众增收。

平定砂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宏亮——

古老砂器“触网”圈新粉
本报记者 付明丽

临近春节，江苏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的姚

建萍刺绣艺术馆内颇为热闹，非遗苏绣的 90 后

传承人姚兰正忙着招待大家。“我们设计的年礼

——‘牛’转乾坤很受欢迎。”姚兰指着金光灿灿

的设计样品说：“运用传统的盘金绣，喜气洋洋，

希望能给人们带来好运。”

姚兰成长于苏绣世家，母亲姚建萍是苏绣

国家级传承人。近年来，姚兰感到令全家人引

以为傲的苏绣技艺面临着传承发展的困境。在

母亲的支持下，姚兰坚持学习艺术，加深了对苏

绣的理解。

如今，姚兰想做的，是让苏绣成为“为美好

生活服务”的产品。“苏绣传承了 2000 多年，不

该只待在博物馆里，只有融入生活，才能真正

‘活起来’。”2018 年初，姚兰与大学同学李文

博、妹妹姚卓等一起成立了新品牌“姚绣”。

“姚绣”主打年轻化、生活化。“我想做年轻

人喜欢和消费得起的苏绣产品。”最受欢迎的是

一款用苏绣作表盘的腕表，“手表是记录时光的

载体，苏绣是凝结时光的艺术，消费者戴在手上

也成了非遗的传播者。”如今，“姚绣”团队里集

结了 10 多名青年设计师，苏绣跳出画框，变成

手机壳、耳环、笔记本、卡包。他们还设计了很

多苏绣教学课程，让更多人在线上线下接触这

项技艺。

“我看到了年轻人的喜欢，也看到了‘设计’

在非遗创新发展上的潜力，这给了我们继续坚

持的动力。”姚兰充满信心，“新的一年，希望苏

绣这门宝贵的手艺能得到更多认可，非遗传承

创新继续牛气冲天。”

90后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兰——

指尖艺术 绽放年轻态
本报记者 王伟健

“红色故事永传颂嘞，溜——喂！”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的“村晚”

舞台上，汝城山歌（瑶族山歌）正在彩排，来看节

目的村民围在台下叫好。

汝城瑶族山歌是当地百姓在生活和劳作中

形成的一种音乐形式。上世纪 90 年代起，爱唱

歌的李德仁就有计划地收集保存原生态的唱腔

唱词，闲暇时，他常组织山歌队练习。几年前，

作为汝城山歌的一种，汝城瑶族山歌被纳入郴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李德仁成了瑶族山歌代

表性传承人。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和央视频联合举办 2021 年全国

“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沙洲村成为分会场。得

知县里在征集节目，李德仁马上报了

名。如何利用好向全国展示的机会，

让山歌走得更远？李德仁从形式创新上下功

夫。“瑶族山歌一般是两个人，至多 6 个人对唱，

基本没有动作。”李德仁说：“这次的舞台很大，

如果只是 6 个人站在台上会显得很呆板。”为了

增强表现力，他们把参演队员增加到 10 名，并

加入采茶、挑水等日常对歌情景的动作。他还

请汝城县文化馆理事会副理事长曹霞设计了一

套动作，手把手教队员表演。

“现在，我们的山歌不仅好听，而且好看。”

看到村民们的反应，队员朱裕兰很自豪。

“ 文 化 传 播 也 要 适 应 观 众 需 要 。”李 德 仁

说。不仅是瑶族山歌，“村晚”舞台上，畲族歌

舞 、抖 糍 粑 等 好 几 项 民 俗 演 出 都 让 人 眼 前

一亮。

“技艺活起来，文化动起来，非遗会有更强

的生命力。”李德仁说。

瑶族山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德仁——

“村晚”舞台 非遗动起来
本报记者 申智林

在天津霍庆有年画博物馆的画室里，一排

刚画好的仕女图栩栩如生。“传统的杨柳青年画

很少单独画仕女，这是我特意为春节创作的。”

霍庆有说。

杨柳青木版年画以产地天津西青区杨柳青

镇 而 得 名 ，2006 年 入 选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遗 名

录，2007 年，霍庆有成为杨柳青年画代表性传

承人。

“传承人 3 个字，是山一样的责任。”霍庆有

说。杨柳青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历史上鼎盛

时期“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如今，贴年画

的人不多了，霍庆有一直琢磨如何让年画走近

现代生活。

传统的杨柳青年画大致分为娃娃类、民俗

类等，霍庆有创作的仕女图以传统年画《金玉满

堂》中的人物为蓝本，“特色鲜明，线条简洁，符

合年轻人的审美。”不仅如此，霍庆有还以传统

年画题材为蓝本，创作了抗疫主题年画。

在制作程序上，霍庆有也尝试创新，“套色

时，以往先套主线后套颜色，难以体现主线的立

体感，我改成先套颜色最后套主线，画面线条更

加流畅灵动。”这大大 增 加 了 制 作 难 度 ，因 为

木版年画属于无标记印刷，要对好线版，不偏

不 歪 ，完 全 依 靠 创 作 者 的 经验。手工彩绘是

杨柳青年画独有的后期制作工序，霍庆有出版

了手绘填色书，“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动笔，在

黑白线稿上填色，随着画色丰满，更能感受到年

画的美。”

在霍庆有看来，杨柳青年画传递着人们的

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时代在变，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变。把年画传承好并有

所创新，就是他的使命。

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霍庆有——

传统技法 绘出现代风
本报记者 朱 虹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年是一个符号，也

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年关临近，贴春联、舞

龙狮、看花灯，一项项民俗活动烘托出年节的独特

气氛，关于年的记忆愈加鲜活，蕴含着中华儿女的

情感眷恋和文化认同。

年 的 时 间 刻 度 ，往 往 烙 印 着 时 代 发 展 的 纹

理。“除夕”中的“除”字本义是台阶，人拾阶而上，

一步步离旧登新，所以又引申出辞旧迎新的内

涵。过节的形式不断在变，尤其是在今年多地“就

地过节”的倡导下，传统年俗有了新的滋味。

辞旧迎新，迎来变化的年俗表达。

品年味——以往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

旁边吃年夜饭、唠家常，今年许多餐饮机构开发出

适合外带的年夜饭套餐、半成品预订菜，人们坐在

家中也能品尝大江南北的美食小吃，咀嚼家乡的

滋味。

送年味——以往拜年、送祝福要走家串巷、当

面送至，现在不少社交软件推出拜年小视频录制

功能，抢红包、贴春联、看春晚等传统年俗也搬到

“云上”，营造更加多样的仪式感。

逛年味——传统的赶大集、逛庙会等活动，有

了“网上年货节”这样的新载体，电商企业开启春

节“不打烊”模式，推出更多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

和服务。

赏年味——在“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

乡年”活动中，地道又热闹的非遗民俗展演乘“云”

而至，浓郁的年味传递真挚的祝福……种种创新

丰富着过年的内涵，见证着年俗的更迭变迁。

辞旧迎新，迎来青春活力的时尚面貌。春节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每逢春节，也是非遗展演和民俗活动大

放异彩的时候。苏绣等指尖艺术经过新生代传承

人的创意设计，找到了兼具文化性和实用性的文

创载体；年画作为非遗项目传承下来，又经过撕、

叠、刻、染等技法的“加持”，延伸了年俗表达的边

界；有的民俗表演融合当下生活、时代风貌，寄托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原本平平无奇的砂锅器具通

过与其他非遗技艺的结合，化身具有审美价值的

手工艺品……这些非遗产品既有古法传承，又紧

随时代潮流，成为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独特的年节

记忆。

年是旧与新的交汇，是冬去春来的分界，是个

体与家庭紧密联结的纽带，是人们一段时间来工

作、生活的落脚，也是希望与期盼生发的起点。我

们感受年味，感受的不仅是岁月的辞旧迎新，更是

时代的奔涌不息。

在辞旧迎新中

体味时代风貌
陈圆圆

年是旧与新的交汇，是冬
去春来的分界，是个体与家庭
紧密联结的纽带，是人们一段
时间来工作、生活的落脚，也
是希望与期盼生发的起点

■新语R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版式设计：蔡华伟

浓
浓
年
味
里

浓
浓
年
味
里

文
化
很
动
人

文
化
很
动
人

文化文化 1212 2021年 2月 4日 星期四

图片自上至下为：

霍庆有在给年画上色。

本报记者 朱 虹摄

姚兰（右）和母亲姚建萍在创

作苏绣作品。 资料图片

张宏亮制作的砂漆扁壶组合

茶具。 资料图片

湖南郴州沙洲“村晚”上的畲

族民俗歌舞表演。

本报记者 申智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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