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力量。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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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深挖非物质文
化遗产价值，找到传统文
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能够在促进乡村产业、人
才、组织、生态、文化五大
振兴中发挥非遗服务当
代、造福人民的作用。

目前，我国已设立覆
盖 398 个 原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的 非 遗 工 坊 1100 多
家，形成特色文化产业扶
贫模式，对促增收带就业
起到明显推动作用。比
如，贵州毕节新仁苗族乡
化屋村，曾经是深度贫困
村，通过开展特色苗绣资
源文化产业扶贫探索成
功脱贫，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2450 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9304 元，实现大幅
提升。

发挥非遗美育价值
助力人才振兴。非遗以
其丰富的艺术资源与精
彩的工艺实践，将民族文
化精神培育融入乡村生活，营造良好美育
氛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
调，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以艺术之美扮
靓日常生活，吸引更多从业者，不仅能发
挥民间艺人活态传承的主观能动性，更能
为乡村振兴提供工艺人才支撑。

传承非遗历史价值助力文化振兴。
乡村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生长的沃土，非
遗多数来自这片沃土，并且成为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戏
曲、民族舞蹈、民间美术、乡村民俗等都是
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这些非遗资源，对延续历史文脉、建
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探索“非
遗+文物保护”“非遗进社区”“非遗+课
堂”等多种创新模式，既能让非遗焕发新
光彩，也将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头活
水。

提炼非遗绿色价值助力生态振兴。
良好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在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过程中，非遗以其独具
魅力的传统手工艺生产方式，带动村民在

“日用而不知”中涵养生态文明理念。比
如，从茶叶种植加工，到银器、锔瓷、竹编
等各类手工艺，都天然蕴含着亲近自然、
保护自然的理念，传承这些非遗工艺无疑
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绿色生活方式。

提升非遗社会价值助力组织振兴。
非遗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智慧，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促进其合理利
用，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吸引人才回
流，重聚村庄人气。比如，云南泸水市将党
建、非遗、乡村振兴相结合，拓宽了群众增
收渠道。此外，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民间
社会组织以及群众自发成立的文艺团体，
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提升
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

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既 是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加
强非遗活态保护与传承，将不仅能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更能为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
旺盛活力。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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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瑞锋

脚穿绣鞋，步步生莲；女子
妩媚，盈盈足间。

一双精致美观的绣花鞋，不
仅散发着艺术的魅力，更融入了
国人的审美情趣，是中国独有的
文化瑰宝。

在“玉龙的故乡”赤峰市，当
地的绣花鞋因绣工精致、纹样灵
动、配色鲜明、造型多变，被称为
龙乡绣花鞋。

龙乡绣花鞋是赤峰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更因传承人任廷
丽制作出的最小绣花鞋而名声
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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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王大方

阿尔寨石窟位于鄂尔
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
苏木，海拔高度为 1400
米，石窟壁画面积1000余
平方米，时代为西夏、元
代、明时期。阿尔寨石窟
壁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
独具特色，被誉为“草原敦
煌”。

我国著名石窟寺考古
学家、敦煌研究院原院长
段文杰先生指出：“内蒙古
阿尔寨石窟壁画的用色，
与敦煌莫高窟西夏壁画具
有同样的风格，都采用大
量的石绿色打底，这与大
西北地区石窟寺‘壁画绿’
很相似，体现了我国各地
区石窟寺艺术的广泛交
流。”

在阿尔寨石窟壁画
中，还采用了藏族传统的
绘画手法，运用绿、黑、白、
红等诸色矿物质颜料绘制
壁画，具有色调浓烈，线条
奔放的特色。

在阿尔寨石窟第33号
窟，绘有一幅明代山水人物
壁画《渡河图》。壁画中，汉
式的水墨山水画与蒙古族
人物画共绘一图，体现了大
家共同渡河的浩大场景。
这幅山水人物壁画运用了
水墨薄彩的表现艺术，周围
绘有树木、兰、竹、花、鸟以
及兔、鹿等动物。有关文物
专家认为，这幅壁画是汉蒙
民族艺术长期交流交往交
融的艺术瑰宝。

在阿尔寨石窟壁画
中，绘有许多写实性的艺
术画面。在第 31号窟的
元代壁画《蒙古包与汉式
殿堂图》中，绘有两顶白色
的蒙古包、一座砖瓦构造
的汉式殿堂，反映了元代
北方地区多种建筑共存的
情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多元建筑文化。

在阿尔寨石窟中，有
一幅元代壁画《双人舞蹈
图》，只见图中舞者双臂舒
展，右腿弯曲、左腿有力旋
转，看上去有着很强烈的
节奏感。这幅壁画是鄂尔
多斯地区舞蹈的历史记
录。鄂托克旗乌兰牧骑曾
经根据阿尔寨石窟壁画的
舞蹈图，编创了大型舞蹈
《梦幻阿尔寨》，多次获得
全区表演艺术奖。

在阿尔寨石窟中，还
有多幅草原自然风情的壁
画。第 31号窟有几幅壁
画采用横隔式分格法，将
宽广的草原自然风光以宽
银幕方式般，从上至下一
一展现，题材内容各异，有
的是草原、祥云，有的是寺
庙、宫苑，有的是远山近
水、瑞禽灵兽，堪称草原风
情画集锦。

阿尔寨石窟是中华文
明的艺术宝库，保护好阿
尔寨石窟，对于弘扬中华
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制定了《石窟寺保护规划》，
要求内蒙古要以阿尔寨石
窟保护研究为重点，开展石
窟寺壁画数字化，做到边保
护、边研究,边数字化、边出
成果。同时还要求内蒙古
文物学会设立石窟寺保护
专家咨询机制，对全区石窟
寺保护的重大项目等提供
专业咨询。

（作者系内蒙古文物
学会副会长）

堪与敦煌壁画媲美的堪与敦煌壁画媲美的
阿尔寨石窟壁画艺术阿尔寨石窟壁画艺术

放 在 手放 在 手
指 上 的 最 小指 上 的 最 小
绣花鞋绣花鞋。。

祥云鞋祥云鞋。。

绣花鞋。

猪头鞋。

虎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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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鞋。

（图片由赤峰市红山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陶涛提供）

绣花鞋种类很多，地域不同绣法不同。
赤峰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一个多民族、

多文化的融合之地。清代，任廷丽的祖上随着“借
地养民”政策的实施，随同京、津、鲁等地的大批移
民来到赤峰定居生活。移民们不但带来了各地的

风土人情，还把不同地方的绣花鞋技艺
带了过来，她们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使
赤峰本地绣花鞋制作技艺得到了升华。

任廷丽今年 71岁，退休前是赤峰市
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从小受姥姥和妈
妈的熏陶学做绣花鞋，多年下来，她做出
的绣花鞋远近闻名。

任廷丽说，一双看似轻便的绣花鞋，
其实制作起来很复杂，仅刺绣针法就有
几十种。做一双绣花鞋，需要打袼褙、剪
鞋样、鞋底包边，然后再把包好边的鞋底

布一层层用面粉糊粘到一定厚度，再一针一针纳好
鞋底，之后粘鞋帮、包鞋口、刺绣、底帮缝合，整个过
程全部为手工操作。

绣花鞋鞋型不同，制作方法也不同，比如船型鞋和
旧时缠足女子穿的弓形鞋，制作方法就不同，一双绣花
鞋的好坏程度完全取决于制作者的聪慧灵巧程度。

十多年前，任廷丽退休后，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制
作绣花鞋上，她融合南北地域特征，加上自身的灵感
和想象力，大胆创新，在继承祖辈制作绣花鞋技艺的
基础上，又加进了钩、缠、绕等手法，制作出的绣花鞋
造型别致、结构协调、配色靓丽、做工精细，既有浓厚
的传统韵味，又凸显了现代大方之美。

至今，任廷丽用棉、麻、丝绸等面料共制作出了
猪虎鞋系列、仿古鞋系列、当代女鞋系列、微型绣花
鞋系列等多种类型的绣花鞋，每种都供不应求，有
的被藏家收藏，有的成为结婚、孩子百岁宴上的亮
丽风景。

吐故纳新 提升技艺

由于是传统手工技艺，任廷丽制作一双绣花鞋
常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2007年，为了使濒危的手工绣花鞋重振雄风，
制作绣花鞋技艺已经纯熟的任廷丽开始挑战制作
微型绣花鞋。

“3年的时间里，我屡败屡试，从豆粒鞋一直做
到米粒鞋，越做越小，最后终于成功地制作出两双
最小绣花鞋。”任廷丽说。

2011年，带着多年来精心制作的绣花鞋，任廷
丽受邀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世界之最博览会。其
中一双长3.8毫米、宽1.8毫米、高2.2毫米的微型绣
花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这双绣花鞋没有一

粒大米粒大，在成人的指甲上可放 4
双，被称为“世界最小绣花”。新华社、
大公报等各大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

“这不是鞋，是高雅艺术品。”有
人如此赞叹任廷丽制作的绣花鞋。

从香港回来后，有人想以 1万元
的价格购买一双微型绣花鞋，任廷丽
拒绝了，因为她舍不得。

现在，任廷丽依然在制作绣花鞋的道路上孜孜
以求，制作绣花鞋的同时，经常思考如何让古老的绣
花鞋与日新月异的时代接轨，让绣花鞋制作技艺被
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喜爱并传承下去。

截至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她已
经收集整理了50多种绣花鞋图案，还准备出版一本
教授绣花鞋手工技艺的书。

任廷丽说，在机制鞋基本取代手工绣花鞋的今
天，虽然人们很少穿绣花鞋了，但是它作为一种文
化符号，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开发文化产业等方面，
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承创新 孜孜以求

绣花鞋又称中国鞋，是中国女性的特有服饰。
任廷丽说，关于绣花鞋的起源，有很多传说和

故事，其中广为流传的是“晋国鞋”的故事。
相传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

野心很大，他在位期间努力开拓疆土，最终称霸诸
侯。晋献公对此十分自满，认为自己文韬武略、举
世无双，并迫切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世代流传。他
想到了一个特殊的办法：用“国”和“果”的谐音，将
功绩绣在鞋上，让女子们穿着展示，寓意脚踏十国
威武霸气。于是，他命令宫中所有女子必须在鞋面

刺绣，绣上由他亲自挑选的象征成功的石榴花、桃
花、佛手等十种花果纹样。除此之外，晋献公还要
求民间女子结婚时，也必须穿绣着十种花果的“十
果鞋”，以便晋国百姓世世代代都能记住他的功
劳。后人把“十果鞋”称做“晋国鞋”。

“晋国的刺绣工艺以绣花鞋为源头，逐渐覆盖
到衣服饰物以及其它日用品上，随着工艺的逐步发
展，甚至还出现了完全靠手工刺绣点缀的绣花衣。”
任廷丽说，因此，绣花鞋和绣花类用品成了后人婚
嫁的必备物品。

到了后来，绣花鞋逐渐在民间普遍化，并不仅
限于婚嫁所用。绣花鞋上的图案也分出了种类，不
同的图案象征着不同的寓意，用于不同场合。

任廷丽说，男女婚嫁可用鸟儿、莲、籽等纹样，
以祈求多子多福，譬如瓜果、石榴、花生等图案大
多出于多籽观念，“籽”与“子”同音，古人便以此为
儿孙满堂的最妙象征。竹子、鱼、蝙蝠等图案，则
衍生出了竹报平安、年年有余、福气将至等诸如此
类的谐音梗，表达了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美好向
往。

流传久远 图案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