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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近 1米厚的冰上凿出磨盘大的

洞，伴着号子，渔网出水，几百条大鱼被拖到冰

面上。总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大

部分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

古族自治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查干淖尔冬捕习

俗，在这里年年上演。

查 干 湖 冬 捕 历 史 有 上 千

年，捕鱼曾经是渔民们赖以生存

的手艺，如今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

和旅游项目。第二十二届查干湖冰

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开幕当天，就接待

游客 12.3万人次。

冬捕习俗列入非遗名录

临近傍晚，查干湖渔场鱼把头邴海龙正

为第二天冬捕做准备。邴海龙师承第二十代

鱼把头、查干淖尔冬捕习俗代表性传承人张

文。18 岁开始，邴海龙作为副手跟着张文上

冰，如今成为查干湖渔场头号鱼把头。“渔猎，

除了流程仪式，讲究还多着呢。”邴海龙说。

站在覆盖着白雪的冰面上，看不清水下

情况，全靠鱼把头“识冰辨鱼群”，找到下网

位置。开凿网眼，再向两边各走数百步，插

旗规划捕捞水面。下网方向、当天风向，鱼

把头都要考虑。

目前，查干湖渔场有 800 余名职工。20
多年前，有游客问“什么是冬捕文化”，很多

渔工说不上来。

“要借旅游的热度，让大家更加了解

冬捕文化。”2003 年，查干淖尔冬捕习俗非遗

申报工作开始。时任前郭县文化馆馆长孙

国军等人到查干湖渔场实地调研，历时 4 年

梳理出冬捕流程、捕鱼器具、传承谱系等资

料。2008 年，查干淖尔冬捕习俗被列入第二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渔工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了解深了，现

在面对游客对答如流。

前郭县制定了非遗传承人管理制度，给

称职的传承人发放补助资金。松原市群众

艺术馆设立非遗部，建立纸质、电子、音像等

档案，做好整理工作。针对冬捕文化，前郭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不断细化分类，

设立 15 个研究项目，查干湖全鱼宴等被

列入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品鱼、观鱼到
了解渔猎文化

冰封湖面，怎么下网打鱼？

“这就是咱渔民的智慧，冰上

凿一排洞，用杆子钩住水下渔网，从

一个洞扯到下一个。”中午，走进查干

湖畔一处农家乐，店主曲丽敏正介绍着

冬捕习俗，来自广东的吴先生一家围坐桌

前，热气腾腾。“咱这不光水清鱼肥，捕鱼也

很有看头。”曲丽敏底气十足。

不同于常见的水面作业，零下 20 多摄

氏度的冰面上，几十名渔工一组，冰镩打眼、

扭矛走钩、冰下行网、马拉绞盘……查干湖

捕鱼的整个过程依靠人力完成，历史悠久、

流程保存完整，颇为特别。

近年来，松原市围绕渔猎文化发展文旅

产业。游客可以登上湖面，近距离观赏从下

网到出水的捕鱼全流程。为适应旅游需要，

原本分散的醒网、行网等前期准备工作被集

中到一处。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

为丰富旅游体验，冬捕节更名为查干湖

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捕鱼之外又陆续添了

新内容。在渔工指导下，游客可以自己下

网，体验捕鱼捞虾；渔猎文化博物馆内，非遗

展览、冬捕用具、鱼类标本等展区，系统介绍

冬捕沿革变迁。据统计，2023 年 11 月雪季

以来，截至 2024 年 2 月 17 日，查干湖旅游经

济开发区接待游客 115.33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超 10 亿元，同比增长 259.06%。

非遗展示丰富旅游体验

松原市现有蒙古族马头琴音乐、郭尔罗

斯蒙古族民歌等 9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郭尔罗斯查玛舞

等 48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湖旅游

的热度，离不开对非遗文化的活化利用。

前不久，在松原市与贵州省铜仁市文体

广电旅游局联合举行的旅游推介会上，查干

湖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毳展示了

鱼皮画的制作过程。鱼皮画原材料大多取

自查干湖胖头鱼，主题也以渔猎活动为主，

被称为“无纸剪纸”。一幅鱼皮画，要经过选

材、建模、裁剪等 7 个环节，运用到立体缝绣、

立体捏塑、平面镂刻和平面艺叠 4 种技法。

前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齐晓玉介绍，上冰钉马掌、头鱼拍卖、鱼皮制

作、博舞祈福等民俗传统自然融入捕鱼生产

之中，这些题材在鱼皮画中都有体现，展现

了查干湖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

近年来，在前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的对接下，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

开幕式上，马头琴、查玛舞等多项非遗的传

承人进行了现场表演。同时，冬捕期间，查

干湖附近的会展中心免费向鱼皮画、鱼骨画

等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人开放，邀请他们参与

展示。

今年，以查干湖为重点，松原市设计了冰

雪文化新传承等四大板块，开展全域冰雪活

动 112 项，打造“满韵情长”“草原运河”等 10
余个品类的沉浸式演出。随着吉林省冬捕经

济成长壮大，冰雪文化名片被不断擦亮，文旅

红利持续释放。松原市查干湖与沿线大安市

嫩江湾景区、白城市洮北区大学生雪雕文化

旅游节等联动发展，游客纷至沓来，查干湖的

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图①：查干湖上的冰钓帐篷。

李鹏程摄

图②：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徐毳在制作鱼皮画。

张 瑶摄（影像中国）

吉林省松原市延续查干湖冬捕习俗

这里的非遗故事，很鲜活
本报记者 刘以晴

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国
家级非遗查干淖尔冬捕习俗
在这里年年上演。近年来，松
原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活化
利用非遗资源。越来越多的
游客慕名前来，观冬捕、赏鱼
皮画、品鱼宴，感受丰富多彩
的渔猎文化。

核心阅读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R

2024 年龙年春晚的舞台上，《锦鲤》《咏春》《瓷影》3 个舞

蹈节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形式进行创新融合，

成为一大亮点。这些作品的题材饱含传统文化元素，又对其

进行了全新的创作表达，符合当下的审美习惯，引起观众尤其

是年轻观众的共鸣。

以往，春晚舞台的舞蹈节目多采用歌伴舞的形式，近些

年，随着舞剧频频“出圈”并获得年轻观众的热爱，更多纯舞蹈

作品登上舞台，比如《晨光曲》《只此青绿》等。包括《只此青

绿》在内，我参与服装设计的作品连续多年登上春晚舞台。结

合多年来的创作经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艺术创作，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

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作品题材依托深厚底蕴。从江南水墨般用色的《锦鲤》，

到融入非遗香云纱的《咏春》，再到素洁典雅的《瓷影》，从中都

可以找到传统文化的身影，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

延续性。这些作品虽然形式、题材各不相同，但却有着共同的

特点，那就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进行艺术创

作，进而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吸引更多人关注、热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形神兼具传递东方审美。《锦鲤》的服装设计借鉴水墨画

的写意留白，为了营造水中的失重感，裙摆尝试数十种面料后

选用了轻薄、柔软的中式丝绸，力求呈现出“翩若惊鸿，婉若游

龙”的姿态；《瓷影》的服装则汲取了青白釉的“青”“白”两种传

统色，凸显其“素肌玉骨”的特点，展现出大繁若简的东方美

学；《只此青绿》的服装在裙型上以层叠感形成山峦层叠之势，

色彩则提取《千里江山图》中的石青与石绿，舞者举手投足间，

呈现出清雅境界……在这些作品中，美学的营造不只是对古

代服饰、色彩的模拟还原，而是更注重“写意”“传神”，融入现

代表达，进而传递“形神兼具”的意象，用东方审美打动观众。

非遗元素融入现代舞台。舞剧《咏春》中融合了两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和香云纱染整技艺。创作过程

中，我们深入岭南地区，寻找传统的香云纱作为舞者的服装面

料。香云纱面料本来柔软，但经过数遍手工处理后，再伴随

草、木、泥、水等自然作用，面料增加了韧性，“柔软却有身

骨”。在这一点上，香云纱和咏春拳所传递出的“刚柔并济”

“扶弱小，以武辅仁”的精神是一致的。舞者身着绛红与黑两

色的香云纱服装进行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中华武术的力量感

与风采。

舞台艺术需要不断创新，服装设计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

是复原或再现，而是要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要保留

传统服饰的特点，通过现代的审美理念进行创新，形成独特而

富有意蕴的艺术作品。内核是传统的、表达是现代的，才能在

锦绣霓裳里呈现古韵今辉。

（作者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服装设计师）

图①：《瓷影》剧照。

图②：《锦鲤》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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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营造不只是对
古代服饰、色彩的模拟还
原，而是更注重“写意”“传
神”，融入现代表达，进而
传递“形神兼具”的意象，
用东方审美打动观众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2 月 20 日，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等联合主办的“龙年非遗大集”在河北省廊坊市国安第一城举办，来自多

地 200 余项非遗项目在大集上展示。其中，浙江省乐清市的传统美术灯彩——“乐清首饰龙”成为一大亮点，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康 然摄

本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李卓尔）

19 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相关情况。

据介绍，殷墟博物馆新馆将于 2 月 26
日对公众开放。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

甲骨等文物近 4000 件套，展陈文物数量庞

大、类型多样，其中 3/4 以上的珍贵文物属

于首次亮相。

新馆坐落于河南安阳，与殷墟宗庙宫

殿区隔河相望，是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

家重大考古专题博物馆。展陈聚焦商文明

主题，包括“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

“世界的商文明”3 个部分，厘清商文明发

展脉络，同时设有 4个专题展览和 1个特色

沉浸式数字展。展览注重多元融合、凸显

故事趣味、增强沉浸体验，运用人工智能等

技术，赋予文物、文献等新的表达方式。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统筹国内考古力

量，推动殷墟都城格局研究取得突破，殷墟

与周边聚落关系进一步清晰，多学科合作

和科技考古研究成果丰硕。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机构成立殷墟博物馆知识文本编制专

家小组，多次开展实地调研、专家线上线下

研讨等，全面系统编制数百万字的知识文

本，为新馆展陈提供了学术支撑。

殷墟博物馆新馆将开放

本报太原 2月 20日电 （记者马睿姗）近日，山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指导联动各市开展“锦绣太原城 欢乐中国年”“平

遥中国年”等 1500 余项春节主题系列活动，让游客体验非遗

年俗活动，感受山西的历史底蕴和浓厚年味。

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各项文化活动不间断。太原市文化

和旅游局联合各县区文旅系统共推出 115 项文化活动，涵盖

非遗传承、文艺演出、文化惠民、展览展示等。太原晋阳湖桃

花岛新年灯会设置了多个大型灯光造景主题区域，用绚烂灯

光在夜空中绘制出流光溢彩的景色。百座博物馆联合组织策

划新春博物奇妙之旅，推出看展览、印年画、奏古乐、做福字拓

印等多项活动。“平遥中国年”包含 15 项活动，特色民俗活动

从农历正月初一演出至正月十四，舞狮、秧歌等传统民俗轮番

上演，展现非遗之美。

大同市的“我是小小非遗传承人”活动，朔州市的“老城记

忆”非遗作品展，忻州市的“忻腔新韵 盛世华章”活动，吕梁

市汾阳贾家庄的“非遗和文创大集”活动，晋中市灵石县静升

古镇的民俗年非遗展示展演活动，长治市的滨湖新春游园会

大型文艺展演，晋城市的“凤鸣春晓”展演活动……春节假期，

山西陆续开展了近 200 项各类非遗传承实践活动，推出多场

文艺演出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 2024 年

“两节”山西省优秀剧目展演举行，41 个院团将演出 47 台、94
场精品剧目，推出 55 个营业性演出项目。

山西开展 1500余项新春文旅活动

春节假期，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年味浓浓，多项民俗文化活动及非遗

表演精彩纷呈，市民在多彩的文化体验中

品味年俗、感受年味。

漫步秀山西街，街巷两旁挂满了五彩

缤纷的灯笼。花灯广场中间，专门搭起花

灯表演舞台。秀山县有“花灯歌舞之乡”之

称，秀山花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

台上演员身着传统民族服饰，轮番上演歌

舞小戏。

“俗话说‘无崴不成灯’，我们秀山花

灯的舞蹈基本动作就是‘崴’。腰、胯的扭

动幅度要恰到好

处，灵活协调、体

态自然，才是‘好

崴 步 ’。”市 民 刘 青 边 欣 赏 表 演 边 给 孩 子

讲解。

在 秀 山 县 城 的 大 街 小 巷 ，舞 龙 舞 狮

表 演 队 伍 四 处 巡 游 ：祥 龙 行 进 ，欢 快 游

弋 ；醒 狮 踩 着 鼓 点 摇 头 摆 尾 、点 头 鞠 躬 ，

沿 途 给 商 户 送 祝 福 ，引 得 群 众 纷 纷 拍 照

录像。

杨克平在外 5 年，今年回到家乡过年，

他说：“这才是我记忆中的家乡，喜庆热闹、

年味浓浓！”

秀山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举办的春节系列活动，涵盖

了非遗展、馆藏文物展、龙狮巡游表演、传

统花灯戏等 10 余个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

度过一个欢欢喜喜的文化年。

重庆市秀山县举办系列年俗活动

花 灯 表 演 年 味 浓
本报记者 沈靖然

上午 9 点刚过，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

镇蔡家村村前广场上，随着一阵“咚锵咚锵”的

鼓 乐 声 响 起 ，龙 灯 腾 空 而 起 ，现 场 群 众 一 阵

欢呼。

“等到镇上的龙灯会，咱们还要大显身手

呢！”来自德清县康乾街道金鹅山村的童宝松

是省级非遗项目“乾元龙灯会”的传承人，也是

这支舞龙队的指导。他今年 74 岁，依然步伐

矫健，身手不凡。

舞龙是当地龙灯会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

会派出舞龙队，竞相表演。一条龙有 20 多米

长，120 多斤重。“舞龙是技术活，不单手上力

气要足，还要队员之间配合默契。”童宝松手把

手指导起队员。

演出收工，赶回村里的多功能活动室，童宝

松又开始指导青年舞龙队。“小时候总是跟在大

人后面，今年有机会过把舞龙的瘾。”26岁的姚

俊说。相互配合之下，青年舞龙队也变得有模

有样：“长龙”或昂首挺胸，或低首游走，变化着

穿、腾、跃、翻、滚、缠等技术动作。

近年来，德清县通过出台政策健全传承人

保 障 机 制 ，目 前 已 培 育 各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190
人，打造县级以上非遗项目 183 项。金鹅山村

通过艺术乡建打造“民俗艺术村”，还专门成立

了非遗工作室，进行舞龙的培训和推广。

龙灯会越来越近。指导完舞龙，童宝松又

忙起了检修、装饰龙灯。“我的心愿就是，点亮

龙灯、舞好龙灯，一

起过个欢腾热闹的

龙年！”童宝松说。

浙江省德清县推广特色民俗文化

村 里 舞 龙 闹 新 春
本报记者 窦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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