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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巴黎，12 位身着传统演奏服的中国表演者在舞台上敲

击、弹奏着。质如玉、亮如镜、声如磬，台上的一排排青瓷碗、青瓷

编钟即是他们的乐器。来自浙江慈溪的青瓷瓯乐艺术团的瓷乐表

演，让众多外国观众在聆听千年古乐的同时，领略着千年瓷韵。清

冽的乐音仿佛穿越时空，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瓷乐艺术的翩翩风采

和文化自信。

青瓷瓯乐的出海，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生动体现。从泥到瓷，由瓷变乐。编钟、腰鼓、鸟哨、铃、埙

……不同形制的瓷器带着不同的音韵特色，奏出独属于它们的

历史。

非遗的传承与应用，既要“守得住”，还要“更新鲜”。一地有一

地的历史，一域有一域的文化，通过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有机结合，

让带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技艺诉说新的故事，往往可以实现“形式很

新颖、效果很惊艳”。

“既传承文化，又学到知识，这样的课，可以多来点儿！”南昌大

学一堂“赣剧艺术鉴赏”选修课抬头率几乎 100%，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在教室走廊外现场装扮、学生到讲台上体验角色。挥水袖、舞折

扇、耍花枪、上戏妆……一堂关于地方戏的冷门课变得“一座难求”，

学生们录制短视频传到社交媒体平台，相关话题阅读量更是突破千

万。一节赣剧课实现破壁传播的背后，是对非遗传承无止境的探

索。不断地融合、创新，古老的旋律真正唱到了年轻人的心坎里。

这样有创意又有新意的文化传承，富有人间烟火气，活跃在人

们的生活中、日常里。与此同时，传统技艺也在与现代科技进行着

巧妙碰撞，让非遗走入全新赛道。比如，浙江湖州辑里湖丝手工制

作技艺的创新应用，正让一根细细的蚕丝连接着未来。蚕丝因具有

较好的光学性能，其蚕丝蛋白已经被科研人员提取出来，制成了存

储硬盘。从承载文明到存储数字信息，科技的助力实现了文明跨越

千年的传承与创新。

非遗是传统技艺，也是文化符号，是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文化

创造。时代的脚步总在前进，非遗也走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广

袤的中华大地上，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技艺正在传统与现代

的链接中不断被激活，生发出更长久、更有影响的生命力。如今，

无论是数字技术赋能，为非遗提供更多元的展示场景，还是打造各

类沉浸式、交互式的体验，种种探索，都在让非遗变得更加新鲜、更

具吸引力，都是在时代潮流下唤醒非遗岁月深处的独特魅力。

让各具特色的地方非遗有时代属性，更有生活气息，让注

解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的传统技艺绽放新的时

代光彩，相信定会有更多人爱上非遗、传承非遗，加入这

场生生不息的文化接力。

特色非遗别样美
何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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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蛇年，安徽肥东县包公镇小包社区大邵村

的“潜龙宫”院内，不少村民正在搓麻绳、扎“蛇”身、

剪蜡烛……“通过三道花工艺做成的洋蛇身段柔韧

性强，也不会折断。”肥东洋蛇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邵二咏说，这条“巨蛇”很快将横空出世。

在肥东县大邵村，“蛇”元素融入灯会艺术，是当

地的非遗瑰宝。恰逢农历蛇年，这让大邵村显得比

往年更为热闹。在外务工的青壮年，早早就回到家

乡，为今年的洋蛇灯忙碌起来。已经做好的一大一

小两个蛇头，用五颜六色的彩纸装饰，栩栩如生。

1 月 22 日，包公洋蛇灯迎来首演。一套完整的洋

蛇灯，涵盖了龙珠、排灯、大红伞、三眼铳、鼓乐队等

丰富元素。一大早，在存放“洋蛇”的“潜龙宫”前，舞

灯队举行出灯仪式。随后，灯队按照主玩、领玩、蛇

头玩依次叩首参拜，并用大红绸布将蛇头与蛇身连

接好。中间一个旗号灯、左右各两个大红伞、两队牌

灯，牌灯上分别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牌灯

后有两个“三眼铳”，以壮声势。两人抬着大鼓，紧随

其后……

“彩旌结陈龙蛇动，银烛成城星月繁”。大邵村

的洋蛇灯共有 8 个动作，按照表演的顺序，依次为大

圆场、“洋蛇”出洞、“洋蛇”翻身、走径折、金蛇狂舞、

摇大车、走行车、盘宝塔。作为洋蛇灯出场的第一个

动作，大圆场是正式表演开始前的一种仪式。只见

灯队队员们紧握灯把，步伐稳健，边走边旋转，送去

吉祥与祝福，吸引着众多前来观看的群众。

经过增加一节 1.6 米的蛇身，今年洋蛇灯也达到

了创纪录的 128 米。其中蛇头长约 1.5 米，蛇尾伸展

近 2 米，41 根灯把多由村里的青壮男子舞动，而蛇身

中摇曳的 123 盏特制的蜡烛，让舞动的“洋蛇”流光溢

彩，熠熠生辉。“如果说握蛇头的队员走 3 米，那么握

蛇 尾 的 队 员 就 要 走 动 近 30 米 ，对 体 力 是 极 大 的 考

验。”村民邵长说，表演过程中，经常要轮换队员。

“洋蛇”出洞分为头出、尾出和头尾双出 3 种形

式，生动再现了“洋蛇”从“东海龙宫”步入人间的场

景。顾名思义，头出和尾出分别是“洋蛇”率先探出

头部和尾部，时而缓缓前行，时而摇曳生姿。而最引

人入胜的“头尾双出”，二者相互呼应、协同前进，仿

佛同时赋予了头部和尾部以生命。

如果说“洋蛇”出洞格外灵动，那么“走径折”模拟

了“洋蛇”在山间小路上悠闲自在的游走姿态，给人一

种恬静而又活泼的喜感。“走径折”分为上径折、下径折

和上下径折 3 种。在此动作中，只见“洋蛇”一会儿腹

部向上，一会儿又腹部向下，或攀爬，或下滑，随着山路

起伏而灵活摆动，展现出一种极致的韵律美。

而整套 8 个动作中，难度系数最高的莫过于

“摇大车”。队员们操控着灯把，在空中上下左右飞

舞，使“洋蛇”在翻滚时能够稳定地呈现出螺旋状的

翻滚轨迹，宛如一条真蛇在欢快地舞动，将洋蛇灯的

动态和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内外两个灯圈

通过万向节与灯身相连，确保无论如何旋转，烛火始

终朝上。”73 岁的村民邵华应说。

在大邵村，通过以老带新，家家户户的男子都会

舞洋蛇灯。邵华应舞了大半辈子，现在还能上场舞

一会儿。而他的两个儿子，如今已是舞蛇队的主力。

在原有 18 年舞一次的传统习俗基础上，肥东县还与

当地的灯会、庙会、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庆相结合，灵

活增加表演次数，使洋蛇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安徽肥东县

洋蛇灯舞迎蛇年
本报记者   韩俊杰

鼓槌高扬，重击鼓面，鼓师发出号令，瞬间锣鼓齐

鸣，彩灯逶迤前行。春节期间，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东

王看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苇子灯阵表演。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东王看村村民杨秀才，行进在

表演队伍中，在乐队里演奏着马锣。几十名演员擎着

灯，踩着鼓点，游走如龙，笑容似火。这份自如和自信源

于苇子灯阵在村里的悠久历史和表演前的精心准备。

灯聚人心，平时各忙各家的村民，因为一年一度

苇子灯的制作而携手成了一家。这是苇子灯阵在村

里流传 400 多年形成的默契。

准备工作一丝不苟。从事苇子灯阵的表演传承

40 余年，杨秀才对苇子灯制作的选料、塑骨、裱纸、扎

花等 8 个步骤，早已了然于心，他做出细致分工：由村

委会备好彩纸、颜料、竹竿、铁丝等制灯材料；村中年

长艺人用芦苇秆或高粱秆绑扎出灯架，作为灯头；妇

女们用彩纸扎出彩花；最后村民们还要用粗竹竿制

成灯杆，将灯头撑起。

村中妇女们巧手翻飞，谈笑间，便做出一朵朵五

彩缤纷的牡丹、芍药、月季等等。“将彩花单独或穿串

装饰于灯头，这一步骤叫妆花。妆花讲究红黄蓝绿

搭配，高低错落有致，吊挂角度得体。”杨秀才说，一

经彩花装扮，原本面容“肃静”的灯笼，顿显风韵热

烈，愈加楚楚动人。

一盏苇子灯在手，托起了村民们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期盼：灯头呈外八柱、里八面的宫灯状，

寓意“八方风调、八面雨顺”；灯头高二尺四寸，象征

二十四节气；灯杆通高一丈两尺，象征一年十二个

月；灯面彩绘尽是松竹梅兰、花鸟鱼虫等吉图，以及

“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等祝词，寓意十分美好。

跑灯表演开场，鼓乐起，只见 24 人擎着苇子灯，

另有 9 人手提小圆灯笼，还有数人手持双羊抵头灯和

跑马转花灯等各式花灯，表演队伍由静转动。

变幻莫测的阵型，是苇子灯阵绝妙之处。随着

鼓点变化，表演队伍时而跑出“二龙出水”等“故事阵

型”；时而切换为“天下太平”等“文字阵型”。

现场，观众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表演者们变换

步伐，或走，或跑，或跳跃，激情洋溢。彩花配彩灯，灯阵

映人影，奇妙的灯笼海洋中流淌着浓浓的乡风民情。

精彩的跑灯背后，是村民们背地里的用功。“阵型

的场次变换、队形的穿插站位、套路的手眼身法、灯笼

的举势节奏、步伐与鼓点的契合等等，都有难度，大轮

廓、小细节，来不得半点马虎。”杨秀才说：“苇子灯阵是

东王看人心头的大事儿，他们热情难挡。”

蛇年春节，东王看村的苇子灯阵表演，由当地几

十名小学生组成的儿童表演队首次亮相。

表演的创新源于传承的创新。去年，东王看村旁

边的王看小学，多了一门苇子灯阵传习课程。这是村

党支部书记王有军联合非遗传承人、资深艺人发起的

一项新计划，对孩子们免费授艺，一招一式精抓细抠，

让文化传承的血脉早早浸润于当地孩子的成长。

表演队伍里，12 岁的王子皓身着节日喜庆服装，

表情俏皮而开心。“苇子灯阵里，我爷爷敲过锣，我奶

奶做过扎花，我爸爸当过鼓手，如今，我也跑起了灯。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入了阵’。”

冬日里，寒气四溢。刚表演完的杨秀才和村民

们都呼着热气，淌着热汗。苇子灯阵表演，带给村民

们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春节。

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

苇子灯阵跑出欢乐年
本报记者   史自强

连着几天社火、秦腔轮番竞演，宁夏隆德县的过年

气氛越来越浓厚。入夜，老巷子景区亮起灯，远远地，旱

船、花扇组成的社火队伍穿街而来，脚踏方步、面着油彩，

表演者人人手里提着的，便是“蛇来运转”主题花灯。

这些小型宫灯，是苏红章的杰作。作为宁夏非遗花

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54岁的苏红章自幼跟随父辈

学习花灯制作技艺，如今已是家族中第五代传承人。

在六盘山区，手艺人们起初做的，是以竹为骨、

以纸为皮、以烛为心的小型宫灯。制作这种灯，

要求心细手快——先用纸捻将竹篾绑扎成

灯架，再把裁好的纸或绸布喷水

绷紧粘在骨架上，最

后贴上花边、描上图

案、缀上流苏，一步都

不能出错。

“灯架最难，这是

制作一盏花灯的灵魂。”苏红章说，为了造型生动，每

次制作前他都会先画出草图，确定花灯的高度、宽度

以及灯面的装饰图案。构思完成后，再细细将苇料、

竹料或高粱秆轻轻弯曲，制成花灯的骨架。

苏红章的双手满是老茧，常年泛着褐红色。多年

制灯，被划伤是家常便饭，“西北缺竹料，以前只能用更

脆的高粱秆代替，小拇指粗的秆子容易干燥劈裂，使用

之前需浸泡阴干，下手时更得小心翼翼。”苏红章说。

“劈”“扎”是制作灯架的第一步。一不小心，竹

条、秆子就容易劈歪，刀片还容易伤到手指。为了练

习双手稳定性，苏红章日夜在工坊磨练基本功，直到

能把秆子劈成头发丝粗细。

手变粗糙，功夫却更细腻。苏红章制作宫灯，偏爱

丝绸彩布，红绿打底，在粗犷中透着花鸟人物的灵动劲。

多年来，隆德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挂上

花灯。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对大型花灯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小型宫灯逐渐淡出大众视线，传统的花灯制

作技艺面临着新的挑战。

2017 年底，县里建成花灯厂，苏红章和十来个民

间艺人被招聘进厂，成为技术骨干。头一次，他们开

始尝试用钢筋、铁丝代替容易折断的高粱秆，蒙上新

型彩布，制作大型花灯。

“大型花灯要经历长途运输，用传统骨架强度不

够，我们就用钢筋、铁丝代替。”苏红章说，从以前的

小宫灯到如今的大花灯，蜡烛、油灯变成电灯、彩灯，

糊裱用的纸张、布匹成了丝绸、刺绣，工序更加复杂。

这几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融合声光电技

术，让花灯“活”起来成了新趋势。为了赶上潮流，花

灯厂外聘了数码编程、现代通信技术和 LED 线性光

源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力图给花灯装上科技“芯”。

传统手绘草图的方式，已经远远跟不上现代花

灯制作的精准度标准。为了不掉队，苏红章跟着厂

里新招的年轻人，守在花灯前，一点一点学起了电脑

制图和电路配置。

老虎抬目、飞鹤翔空、牡丹绽放……在声光电加

持下，苏红章制作的新型花灯在夜晚熠熠生辉。如

今，花灯制作工种有美工、木工、钳工、电工、油漆工、

裱糊工，横跨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而厂里能把各

个环节融会贯通、现场“放样”的，就苏红章一人。

“花灯造型创新越来越多，可技术进步的同时，也

要守住传统的魂。”除了琢磨新技术，苏红章如今还坚

持每年制作手工花灯，用以探索传统花灯的更多可

能。开竹、开篾、扎框、扎架、做手攀，许多工序中，他都

尝试融入书法、彩绘、剪纸、刺绣等传统文化元素。

老手艺有了新味道，曾经难以走出六盘山的隆德

花灯如今远销福建、海南等地，周边 110 多名村民也就

近就业， 鼓起了腰包。“花灯制作过去就是‘半年闲’，如

今和非遗、文旅结合，全年都订单红火。”苏红章说，厂子

现在还定期举办花灯制作非遗技艺传承培训，不少县里

的中学生、前来研学的游客都积极参与。

烟花绽放在夜空 ，这

座六盘山深处的小城沉浸

在 年 味 里 ，温 馨 又 热 闹 。

苏红章制作的蛇形花灯，

穿梭于巷陌，又盘旋在屋

檐墙角，守护着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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