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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

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

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传统工艺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一批手艺人、设计师、艺术家等带动农民结

合实际开展民间手工艺创作生产，将纺染织绣、

编结扎制、雕刻堆塑等“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

经济”，实现传统工艺振兴与乡村文化振兴同频

共振、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交织共生。

结合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发布的“非遗工

坊典型案例”，本报记者深入探访五地依托传统

美术类国家级非遗项目设立的非遗工坊，多角

度展示传统工艺新活力、乡村振兴新面貌。

——编 者

走 进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千 阳 县 闫 家 村 的 农

家 院 落 ，一 幅“ 鸟 衔 樱

桃 花 ，此 时 刺 绣 闲 ”的

画 卷 铺 展 开 来 —— 梧

桐树下，妇女们或两两

相 坐 ，或 三 五 围 群 ，随

着 手 中 上 下 翻 飞 的 银

针，簸箕里的彩线化成

了 布 缎 上 的 图 案 。 你

绣 耳 朵 ，我 绣 面 ，你 裁

四 爪 ，我 点 睛 ，箩 筐 里

堆 着 刚 完 工 的 一 只 只

或 威 猛 、或 呆 萌 的“ 小

老虎”。

这 就 是“ 西 秦 刺

绣 ”，一 项 传 承 于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的 巧 夺 天 工

的 民 间 绣 活 。 有 别 于

苏 绣 、湘 绣 等 四 大 名

绣，西秦刺绣散发着浓

郁的乡土气息，造型上

有 平 面 、立 体 、浮 雕 等

形 式 ，技 法 上 有 平 绣 、

悬绣和拼缝等工艺，形

态简洁夸张，色彩明快

热烈，2008 年被确定为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考古学

者们曾在宝鸡的西周井姬墓葬中发现有刺绣遗迹，

一脉飞针，千年相传。西秦绣娘们大多自幼受到祖

母、母亲的手教，或是亲戚邻居中技艺高超者的传

授，目前仍活跃在宝鸡北部塬区千阳、凤翔、陇县等

地的农村地区。

千阳县太阳鸟工艺品非遗工坊带头人李惠莲，

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绣娘。今年 62 岁的她，从小就

学做布艺刺绣的基本技巧。30 年前，她把香包、十

二生肖等刺绣产品，挑到城里小学、幼儿园门口出

售。如今，她用上了电动缝纫机、绣花机和电商平

台，开发出民俗文化、仿真刺绣、摆件玩具、儿童服

饰、保健养生五大系列 200 多个刺绣新品，带领绣娘

年制作刺绣产品 80 多万件，产值 1500 多万元，带动

几千人就业。

李惠莲所在的非遗工坊，有上千名绣娘。大家

没有严格上下班时间，一声“订单来了”，绣娘们就三

五结伴来到工坊，有满头银发的老奶奶，也有刚过门

的媳妇，她们或就地而坐，飞针走线；或拎一包经过

机器裁剪加工的小配件回家，闲来缝制。一批订单

下来，绣娘们能拿到几百到三四千元不等的报酬。

刺绣让农村妇女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增收，照

顾老人、子女教育等农村“三留守”问题顺势化解。

妇女们在刺绣协作中，结成深厚情谊，更彰显了乡村

文明新气象。看到这一“蝴蝶效应”，千阳县顺势推

进产业化开发非遗项目，引导上万名群众通过刺绣

就业创业，把非遗传承拓展为大众文化技艺，并引入

四大名绣技法和现代时尚元素，让传统工艺与现代

生活接轨，绽放更加灿烂的光彩。有赖于工坊带动

下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电商营销，全县年销售产

品 680 多万件，产值达 8600 万元，成为“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

虎头虎脑、虎虎生威、如虎添翼……这些词语体

现了人们对虎特殊的情感。文化兴，国潮起。近 10
年来，西秦“虎”，走红各地。出自农家绣娘们手中的

虎头帽走进了北京冬奥会、虎头枕荣登邮票全国发

行、虎头鞋跻身优秀旅游纪念品行列……产品供不

应求。作为西秦刺绣的发祥地和主产区，千阳县目

前 有 21 个 刺 绣 专 业 合 作 社 ，带 动 1.2 万 名 妇 女 就

业。西秦刺绣这一植根于乡土的民间美术，在传承

民俗文化的同时，正为家门口的父老乡亲绣出一条

“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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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用手指轻蘸少许水，均匀地抹在竹丝

表面，然后将其拉紧，横竖交叉编织，在一

压一挑、一经一纬中，一个竹盒逐渐有了

雏形……走进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黄泽

镇的嵊州竹编非遗工坊，负责人吕成正在

赶制一件竹编摆件。

嵊州竹编始于 2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

期，至汉晋时工艺已臻精细，明清两代编

结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渐成为民间必

不可少的生活用品。经过几代人的

不断努力，嵊州竹编形成了一整

套 规 范 工 序 ，以 及 漂 白 、花

筋、蓝胎漆、模拟动物等特

色工艺。2006 年，嵊州

竹 编 被 确 定 为 第 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近 年 来 ，嵊 州 竹 编 紧

随时代变化，通过设立嵊州竹编非遗工坊，

促进产品创新、技艺培训、文旅融合发展。

嵊州竹编有篮、盘、罐、盒、瓶、屏风等

十二大类产品，7000 余个花色品种，每一

类制作工艺都非常考究，一般要经过设

计、造型、制模、估料、加工竹丝篾片等 10
多道工序，以纯手工制作，造价不菲。吕

成手上的一款半成品竹盒，虽然只有西瓜

般大小，因其是手工特制精品，市场价也

超过 1000 元。

高价的工艺品，市场需求量小，而日

用类竹编器具已逐渐被塑料、金属等制品

取代。如何使嵊州竹编重回日常生活？

“我们积极联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并参加非遗

传承人高级研修班，不断深化对传统工艺

与现代科技、生活时尚相融的思考。”吕成

说，工坊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持续更

新理念，使产品朝着实用化、潮流化、精品

化方向发展。

为迎合当代饮茶风尚，工坊研发竹编

茶桌、茶盘、茶具收纳盒等茶系列产品 40
余种；为配合当下流行的简约装修风格，

推出竹编屏风、柜子、椅子等家具系列产

品 30 余种；为适应绿色环保的家居趋势，

生产竹编灯罩、屏罩、竹帘等民宿应用系

列产品 10 余种……兼具审美与日用功能

的竹编制品，不仅在礼品、收藏市场上需

求旺盛，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家用优选。

在设计创新的带动下，这里竹编产品的年

产值超 700 万元，为本地及周边县市村民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如今，吕成的女儿吕爽大学毕业后也

回到家乡，加入嵊州竹编传承队伍，她希

望“借助互联网让更多人感受到竹编技艺

里的匠心之美、文化之美和艺术之美”。

浙江嵊州竹编——

编织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窦 皓

6 月的云南剑川骄阳如火，地里已经

不太适合继续做活。可剑川县甸南镇回

龙村内，不少村民足不出户，也有忙不完

的活计。

还没进村，已闻木香；尚未入户，已听

斧凿作响。作为木雕之乡，剑川声名远扬，

而这回龙村内的嘉林木雕非遗工坊，则让

村里不少工匠的好手艺有了施展之地。

工坊算不上大，负责人是 90 后施彬

林。当不少传统工艺面临传承难题时，施

彬林成立的工坊，却改善了不少村里工匠

的生计。备一块木板、泡一壶浓茶，往往就

能充实工匠的一天。说是工匠，其实不少

人都还种着地，经营着其他买卖。村民施

红灿开着包子铺，早上销售、晚上备料，剩

下的时间归自己。做木雕既能丰富闲暇时

间，又能有份额外收入，施红灿一年下来能

增收两万多元。村里其他工匠多半也是这

样，施彬林感慨：“闲时木雕，不仅能减少抽

烟喝酒的花销，还能让村里民风向善。”

村里人的这份从容，来之不易。2013年，

中专毕业回家的施彬林决定传承木雕手

艺，彼时钢筋混凝土正悄然替代传统土木

结构房屋。不再需要飞檐斗拱这样的大

型木雕，“雕得金龙腾空飞，刻出雄鸡报五

更，凿成百鸟枝头唱，镂花引蜜蜂”的手艺

何来用武之地？施彬林没有灰心，他发现

虽然民居建筑上不再大规模使用木雕，但

城里的茶咖休闲空间、民宿等仍然需要木

雕作为特色装饰。作为手工艺品，剑川木

雕有其当代价值。

创新源自积淀。立意线描、打粗坯、打

细坯、修光、装饰、打磨、上漆……传统剑川

木雕不仅选料考究，还将书画艺术和木雕

艺术相融、石雕和木雕技艺互补，无需描金

彩绘，原木本色即可一展万物生机。再加

上独特的斜榫等结构，确保圆雕、透雕、镂

空雕等 10 多种技艺自由发挥，呈现层次丰

富、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2011 年，剑川

木雕被确定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打小耳濡目染，施彬林从

父辈那里学会了木雕手艺。文旅部门的免

费培训，则让他了解了花鸟虫鱼背后的寓

意、当代审美需要什么样的手艺。于是，他

运用传统技法，结合梅兰竹菊等寓意美好

的元素，设计出既古典优雅，又不失现代气

息的木雕作品，不仅省工省钱，还更适应室

内装饰需求。

传承需要匠心。工坊有两处院落，位

于剑川木雕艺术小镇大师巷内的院落，游

客较多，侧重展示及培训；而剑川县甸南

镇回龙村内的院落则是“前店后厂”，侧重

制作、销售木雕工艺品。对于施彬林来

说，既要为初学者找到合适的雕刻方向，

也要确保所销木雕品质过硬。除了联系

订单、创作作品、指导学徒，他每天都要花

不少时间，帮村里工匠制作的木雕进行修

缮、打磨、装框，只为守好剑川木雕这块文

化招牌。

离暑假还有一个多月，工坊已经接到

上百个孩子前来研学的订单。施彬林说：

“希望孩子们能像我小时候那样，因为接

触木雕而爱上传统工艺。”

云南剑川木雕——

精雕细琢 素木生花
本报记者 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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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时节，走进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

东里满镇南韩村，沿乡间小路，穿过仿古

牌楼和金色麦浪，一片古色古香的园林建

筑映入眼帘。

推门而入，几名画师正在凝神作画，

其方式动作尤为别致：左手握鼻烟壶，右

手持细笔，将笔从黄豆大小的壶口伸入，

沿水晶容器磨砂壁反向绘画。细看所绘，

有气势磅礴的山水、惟妙惟肖的仕女、鲜

嫩欲滴的瓜果……勾画层次分明，点染错

落有致，图案栩栩如生。

这就是独具特色的衡水内画，奇就奇

在“画内不画外”，2006 年被确定为第一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

“‘方寸之内显日月，股掌之上惹人

怜。’形容的就是内画”，内画创作

者刘晖介绍，“由于鼻烟壶的壶

口很小，画师须使用特制画

笔——笔尖与笔杆成 90 度角的金属杆画

笔，作画时，笔尖与壶壁也要保持垂直”。

这里是衡水市 20 多家内画非遗工坊

之一。2019 年，衡水内画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馆长王自勇发起

衡水内画非遗工坊，旨在通过内画传统技

艺的研究与创新、公益性技能培训等方

式，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衡水内画。

工 坊 内 ，画 师 们 面 前 摆 放 着 五 彩 颜

料。衡水内画的画风厚朴古雅，线条细腻

流畅，融入了中国画皴、擦、点、染、勾、撕

等技法，加上是反向作画，创作难度可想

而知。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画师是各村

农闲的村民。原来，几年前，他们参加了

衡水内画技艺传承创新暨扶贫工坊培训

班。“前后 10 期培训班均由国家级和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指导，培训学员 1500
余人次，如今已创作出内画艺术品 5 万余

件，实现人均月增收 2200 余元。”王自勇

介绍，“20 多个分布在各县各村的衡水内

画非遗工坊，有的负责内画，有的负责磨

制毛坯，有的负责包装配饰，已经形成一

条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全市有内画从业

者 1 万余人，衡水内画成为省内颇具影响

和实力的文化产业之一。”

如何推动衡水内画更好发展？以王

自勇为代表的传承人没少动脑筋。他们

紧跟时代步伐，从生活中寻找灵感，把乡

村振兴、绿水青山、激情冬奥等题材引入

创作。同时，把内画从鼻烟壶拓展到水晶

球、屏风、笔筒等更多载体中，推出了 50
余个新品种、100 多项新产品，让内画艺术

绽放新光彩，让非遗工坊迸发新生机。

一勾一画，一点一染，映衬着美丽乡

村新图景。非遗工坊内，一幅艺术传承与

富民增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河北衡水内画——

一壶一世界 一村一风景
本报记者 史自强

山东半岛，红高粱之乡，潍坊高密姜

庄镇聂家庄泥塑非遗工坊内，大大小小的

泥塑颜色鲜亮，憨态可掬。走进一间工作

室，高密市级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聂鹏正手

捧一团泥土，不一会儿工夫，小老虎的形

象呼之欲出，染上色，便神气十足。

高密系千年古邑，自古有“三绝”：扑

灰年画、剪纸和聂家庄泥塑。据记载，聂

家庄泥塑起源于明代万历初年，主要用于

民俗活动、家庭观赏和儿童玩耍，当地更

有民谣：“聂家庄，朝南门，家家户户捏泥

人儿。”2008 年，聂家庄泥塑被确定为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聂家庄泥塑形、色、声、动四者俱全，

在各地泥塑中独一无二。泥塑的原料，来

自聂家庄地下一米多的黄黏土，加上细黄

土，按比例和好泥，放进石膏制成的模具

里按压成型，自然晾到半干后修坯。取

土、和泥、制模、制坯、脱模、修坯、制哨、装

哨、彩绘……经过 10 多道工序，制作完成

的艺术成品，造型大胆夸张、稚拙憨朴，着

色浓艳，能动会叫，表情生动。

工作室内，架子上摆满了小老虎，竖

眉瞪眼，威风凛凛，胸挂桃红大花，额涂朱

笔大“王”。“这是‘泥叫虎’，是聂家庄泥塑

最经典的形象，腰部断开，用牛皮相连。”

说着，聂鹏拿起一只老虎，拉送首尾，发出

“呜呜”的响声，趣味横生。

聂家庄泥塑也曾“叫不响”。以前，泥

塑加工各做各的，存在小、散、乱问题，效

益很低，加上有手艺的人纷纷外出打工，

这一工艺一度陷入传承发展困境。“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必须做好活态传承，留得住乡愁，为乡村

振兴赋能。”高密市文旅局局长于义说。

为此，聂家庄村及周边 3 个村成立高

密市昌盛泥塑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非

遗工坊，采用“党组织+合作社+工坊”模

式，以 18 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引领，吸

纳了 120 多名从业者，形成产、供、销一体

链条。如今，周边群众只要愿意学习泥塑

技艺、从事泥塑生产，均可就近到工坊参

加培训和务工。非遗工坊带动周边 5000
多名群众从事工艺品制作，实现泥塑产业

化发展，村民人均年增收 8000 多元。

为融入现代生活，聂家庄泥塑不断探

索创新路径。聂鹏在直播间当起主播，一

边讲解泥塑工艺，一边销售泥塑产品。为

扩大销售渠道，村里还组织直播培训，使

工艺品销量月均提高 20%以上。聂家庄

泥塑种类也日益丰富，如今已由叫虎、叫

鸡、摇猴等“老三样”，发展出 270 余个新

品种。工坊还与清华大学、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等高校合作开发产品，进一步拓宽泥

塑发展之路。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红高粱小镇、

泥塑产业园等景点，商品展销、研学体验

游 等 都 成 为 聂 家 庄 泥 塑 非 遗 的 推 广 方

式。产、研、教、学等多形式并举，聂家庄

正不断将泥疙瘩变成“金疙瘩”。

山东聂家庄泥塑——

泥巴塑成“金疙瘩”
本报记者 王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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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云南省剑川县木雕艺术小镇大师巷内的嘉

林木雕非遗工坊。 施彬林摄

图②：浙江省嵊州竹编作品《龙舟》，作者吕成。

王勇吉摄

图③：山东省高密市级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聂鹏正

在给“泥叫虎”着色。 聂 鹏供图

图④：河北省衡水内画作品《冰雪天地》，作者粘跃峰。

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供图

图⑤：陕西省西秦刺绣作品《虎头枕》。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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