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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非遗

百米长卷再现运河千年变迁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江苏省国画院承办的“中国大运
河史诗图卷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百米长卷美术精品创作分为上、下两
卷：上卷通过春秋争霸、雄才大略、汴河畅
通、一统天下四个历史画面，讲述了大运河
开凿、发展、西进、完成的2500年来的历
史，展现了大运河在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
价值；下卷则分别由北国瑞雪、冀鲁高秋、
江淮绿野、吴越花雨四个章节表现运河两
岸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致及改革开放以来的
新风貌、新气象。作品总长135米，高3
米。艺术家立足表现大运河全域，通过以
笔墨为媒，连接古今，从时间、空间、人文、
自然等多个维度，描绘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今年初的一天，在河南省
平顶山市鲁山县尧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外，工人们
通过分体吊装、鼓面包装、串绳
固定等流程后，成功制作出一
个重达800余公斤的巨型鲁山
花瓷作品“花鼓”。

随着匠人重重的几下鼓槌
试敲，浑厚有力的鼓声即刻荡
漾开来。“巨型花瓷作品“花
鼓”由鲁山花瓷非遗传承人王
群成主持制作，这是如今国内
体量最大的鲁山花瓷艺术品，
也是鲁山花瓷产业高水准的
体现。”鲁山县文广旅局局长
景春迎说。

近年来，在传承人的不懈
努力及产业化发展下，鲁山花
瓷烧制技艺这一非遗项目逐渐
焕发新机。

名匠恢复传承 技艺喜迎新生

据了解，鲁山花瓷始于夏,
盛于唐宋，被称为钧瓷之源、汝
瓷之母、官瓷之祖，在中国陶瓷
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
义。但鲁山花瓷烧制技艺早已

于晚清中断传承。
多年来，一大批花瓷文化

传承人和民营企业家潜心研
究、恢复鲁山花瓷，取得了丰硕
成果。

提起鲁山县的制陶名匠，
有两位在当地很有名气。一位
是鲁山县马楼乡官庄村的袁留
福，另一位是鲁山花瓷传承基
地创始人王群成。

据介绍，袁留福小时候跟
舅舅学过制陶，并耳濡目染于
鲁山花瓷的传奇故事。因此，
他长大后决心恢复鲁山花瓷烧
制工艺。

袁留福从2003年开始陆
续收集上万片古花瓷残片进行
研究。2011年，他凭着开汽修
厂积攒的家底，开工建窑。刚
开始，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均以
失败告终，但他没有气馁，四处
拜师学艺，并牢牢掌握拉坯、釉
料配制、烧制成型等制瓷技艺。

2012年，袁留福成立了段
店花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多
年来，袁留福带领员工通过雕
刻、绘画、文饰等手法，在传统
器形上添加多种文化元素，相
继开发出腰鼓、梅瓶、执壶、人
物像等280多个品种的花瓷作

品，深受陶瓷爱好者喜爱，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

同样精心钻研于花瓷烧制
技艺的王群成则经过30年的
不懈努力，攻克了一系列制瓷
技术难关，引领鲁山花瓷生产
登上新的阶梯。“我们将各瓷
种艺术特点和表现技法相融
合，并把现代文化元素融入传
统的花瓷造型艺术之中，努力
创作各具特色的花瓷新作。”
王群成说。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传承
和弘扬鲁山花瓷烧制技艺，王
群成创办了鲁山县陶瓷艺术培
训与文旅创客中心及青少年研
学基地，培养后继人才。

2013年，鲁山花瓷制作技
艺被平顶山市政府公布为市级
非遗项目；2015年被河南省政
府公布为省级非遗项目；2020
年，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了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鲁
山窑烧制技艺（鲁山花瓷烧制
技艺）榜上有名。

文旅融合发展 续添前行动力

自2017年以来，鲁山花瓷

制作生产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花瓷企业、研究机构不断增加，
产学研一体化初具规模，花瓷
复制技术不断提高。产品种类
也从原来的单一仿古瓷器，逐
渐演化出艺术瓷、生活瓷等多
样品种。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鲁
山县花瓷从业者数量近几年再
度呈上升趋势，相关本土企业
营业额亦不断提高。据当地政
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底，鲁山县有百余人从事花
瓷的生产与销售；花瓷生产企
业有 4 家，年投入 2000 余万
元，年产花瓷产品20余万件，
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但记者注意到，由于鲁山
花瓷中断传承时间过久，人们
对其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花
瓷产品的市场价值和销量尚未
达到预期。同时，不少专家表
示，花瓷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数
量少，没有形成大的市场。

对此，鲁山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刘万福告诉记者，今年是

“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鲁山
县委、县政府有信心和决心擦
亮鲁山花瓷这一文化品牌，让
花瓷产业成为鲁山县经济发展
的主力军，成为造福社会、造福
人民的一大支柱。

据了解，2019年11月，集
科研、生产、销售、展示、旅游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鲁山花瓷古镇
开工建设。该项目是平顶山市
重点文旅产业、鲁山县重点扶
贫和民生项目，占地 2000 余
亩，总投资45亿元。该项目全
面建成后，将为鲁山这个千年
古县再添魅力新景，有力推动
鲁山经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刘万福认为，想更好地传
承和传播鲁山花瓷文化，就要
充分发挥鲁山花瓷古镇的作
用，吸引全国游客到古镇参观
游览，从而通过各地游客的宣
传和推荐，提高鲁山花瓷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还要鼓励花瓷企业
开发旅游小件产品，扩大生产
规模，利用鲁山旅游大县的优
势，在全县景区、酒店、农家乐
推介销售花瓷产品，让游客玩
有所乐，购其所需。”刘万福说。

鲁山花瓷鲁山花瓷：：千年技艺重生千年技艺重生 产业创新传承产业创新传承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为纪念峥嵘岁月，弘扬延
安精神，5年来，大型红色主题
演出——红秀《延安 延安》在
陕西省延安市这片红色热土持
续上演。该演出将历史与文
化、艺术与科技完美融合，为一
批批前来延安追寻革命火种的
探访者带来震撼的视觉盛宴。

据了解，红秀《延安 延安》
内容包含红军长征、红二十六
军战斗、鲁艺文艺运动、南泥湾
开荒大生产、日军轰炸延安、东

渡黄河等多个不同主题。采用
立体式多维分区的表演空间，
270度全景展现，融合了音乐、
舞蹈、杂技和特技等多种表演
形式，该演出重现了一幕幕英
勇悲壮的革命历史场景。

“我们以党中央在延安的
13年革命历史为主要内容，融
合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就是
要展现一场特别的跨界红色主
题秀。”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吕忠诚说，红秀《延
安 延安》旨在引导观众感知艰
苦岁月，揭示延安精神诞生的

历史背景和原因。
在导演黄云松看来，红秀

《延安 延安》并非为“秀”而
秀。“这是一台以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爱国主义为价值导向
的演出。我们的‘秀’有党旗、
有国旗、有鲜血。我们就是要
秀出革命精神，秀出我们的民
族自豪感，秀出中国人的精
神。”在黄云松心里，红秀有着
非凡的感染力和现实意义。

5年来，为了达到一流的
观感体验，剧组不断升级改
版，利用墙面、地板、幕布等形

成270度空间成像，将舞台划
分成层次不同的几何空间，让
观众在虚实结合中体验到艺
术的魅力。

“无论是改变舞蹈动作设
计、加入激光投影，还是增加民
歌、腰鼓等陕北元素，我们不停
地改版升级，就是要增强演出
现场的视觉效果，让更多观众
产生共鸣。”每次改版，黄云松
都异常兴奋，他会陪演员无数
次地排练，希望能呈现出更好
的状态与效果。

不断提升的红秀《延安 延

安》引发了年轻一代观众的喜
爱与共鸣，许多90后、00后看
过演出后被“圈粉”：“希望能在
延安等有着红色烙印的城市，
看到更多此种类型的演出。”

“在延安，革命理想信念就
像灯塔一样，照耀着人们前进
的方向。在最新一次的改版
中，我们特意用激光和反光镜
在墙上打出五角星。”黄云松
说，“改版永无止境，各种形式
我都愿意尝试。我希望通过红
秀，能让红色文化传播得更深、
更远。”

全景呈现全景呈现 多次改版多次改版

《《延安延安 延安延安》》秀出峥嵘岁月的豪情魅力秀出峥嵘岁月的豪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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