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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赴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2024年2月1日）

□王宗

“ 古 老 的 东 方 有 一 条
龙，他的名字叫中国。古老
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
是龙的传人。”20世纪 80年
代，这首《龙的传人》传遍大
江南北，迄今聆听，依然热
血沸腾。

古老东方的这条龙，的
确够古老、够神奇。

龙在十二生肖之中排
行第五，是一个比较特殊
的存在，因为除了它，其他
十一个生肖都是摸得着、
看 得 见 的 真 实 存 在 的 动
物，只有龙是古人创造出
来的想象体。

实际上，数千年来，古
人塑造的龙的形象经历了
从爬到飞的演变过程。多
数学者认为，龙的主体参照
物呈南鳄北猪之相，跟蛇也
有关系。龙的演化形象是
各种动物杂糅融合的结果。

1957年，中国古生物研
究泰斗杨钟健院士，从 20
世纪 30年代殷墟遗址出土
的动物遗存中没有发现龙
的痕迹说起，考证了甲骨文
中的“龙”字后得出结论：除
了“有角”这点不可解，大
口、文身、弯曲等，都是鳄鱼
的特点。1986 年，中国研
究鳄类的著名学者陈壁辉
认为，龙应该是人们在多种
爬行动物的基础上，经过艺
术加工和升华，再赋予神秘
的、超人的能力而成。他对
杨钟健院士不理解的“有
角”进行了解释：老鳄头顶
的鳞棘高高凸起，因为鳄鱼
常在水中静浮，仅露出头的
上部和吻端，远远望去，它
们的鳞棘状似角。

进入 21 世纪，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朱乃诚认为，河南西水坡
遗址发现的距今 6000多年
蚌壳摆塑的龙，其形象就来
源于鳄鱼。而已知最早的
猪首蛇身龙形象，出现在辽
宁一处新石器遗址中，年
代在距今 8000 年至 7000
年前。

从文物角度看龙的形
象进化，更能清晰感知龙形
象的塑造过程：在新石器时
代，黄河以南的人主要依据
扬子鳄和蛇的形象塑造龙，
而黄河以北的人则依据猪
和蛇的形象塑造龙。进入
夏商周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龙的形象主要以扬子鳄
为原型。自战国开始，人们
将扬子鳄与蛇的形状合为
一体，在此基础上塑造的龙
逐渐成为主流，这时的龙与
现代印象中的龙接近了。
自南宋开始，现代印象中的
龙正式出现。

文字记载中与龙相关
的信息更多且更早，首当其
冲 就 是 甲 骨 文 里 的“ 龙 ”
字。甲骨文中的“龙”字是
一条竖立的龙的侧面，有头
有尾，头部像鳄鱼，伴有龙
须，身躯兼有鳄鱼和蛇的特
征，尾巴长而卷。《说文解
字》记载：“龙，鳞虫之长。
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
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
而潜渊。”

古人从创造龙开始，就
赋予龙神圣的含义，代代相
传，并进一步升华、神化，最
后形成了龙是帝王象征的
观念。与此同时，产生了与
龙相关的民俗和节日，例如
端午节的赛龙舟，农历二月
初二的龙抬头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
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
己崇拜的图腾，而历朝历代
也在不断进行民族的交流
和融合。经历了数千年历
史与文化的积淀，逐步形成
把龙视为中华民族独有标
志和象征的共识，所以中国
人自称是“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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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也
是民间表达对美好生活和幸福愿
景的特有艺术形式。剪纸艺术具
有高度的概括性、象征性和丰富的
装饰性，体现出淳厚朴实的民风民
俗，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包头剪纸兼具浑厚苍劲与细
致入微的艺术特点，是中华剪纸艺
术中的一枝独秀，承载着包头地区
的文化和工艺传统，更是民族文化
传承的载体。其丰富的内容、多变
的形式，承载着包头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坚定信念和积极乐观的人
生态度，蕴含着独特的审美趣味和
深厚的文化内涵。

明中期以来，从走西口到建设
包钢，晋陕两地的移民将原籍地的
民间剪纸艺术带入包头，与当地固
有的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深度融合
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包头剪纸。
包头剪纸既反映了包头当地各民
族的文化、民俗事象的多元与共生
共融，又使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实践更加具象化。2011 年 5 月，包
头剪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由包头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要
红霞、王兆刚等剪纸艺术家通力合
作完成的“剪华大帐”，是目前全国
唯一一个纯手工创造的立体剪纸
作品，主题为“民族团结，百花盛
开”，这是包头剪纸艺术创作上的
一次新尝试和跨界融合，不仅融合
了民族元素，还首次将建筑元素融
到剪纸作品中，通过折叠、粘贴、拼
接、剪切等手法的巧妙融合，使作
品从二维平面延伸至三维空间，给
人以视觉上的立体感，形成了大幅
的、立体式的呈现形式。作品将汉
式窑洞、老窗户、蒙古包穹顶等一
系列民族元素巧妙地融为一体，生
动展现了包头特有的移民文化和
多民族团结和谐的美好画卷。

“剪华大帐”，是围绕传统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跨媒
介、跨行业等方面的全新思考与尝
试。它在本土文化上创新艺术特
色，寻找具有现代意义的切入点，
将民间的美学手法与现代的建筑
元素、设计方法相融合，将民族文
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在数字时代
背景下，探索包头剪纸的传承模
式，实现了活态传承和创新发展，
进一步拉近了受众与剪纸艺术的
距离，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
更广阔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通
过与不同资源、形式、途径、方式的
跨界，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作为
重要的文化内容，在社会各领域的
应用将更加广泛，这也是其未来的
发展趋势和热点。

跨界融合探新路
□王海荣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一言】

□文/图 解裕涛

《喜庆窗花》

《麒麟送子》

《鸟语花香》

穹顶展示大型剪纸。 用剪纸装饰的拱门象征事事如意。

《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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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华大帐”是目前全国唯一的
纯手工立体剪纸作品，主题是民族团
结，百花盛开。它的策划人要红霞
说，“剪华大帐”是包头剪纸艺术创作
上的一次新尝试，不仅融合了民族元
素，还首次将建筑元素融到了剪纸作
品当中，形成了大幅的、立体式的表
现方式。

“剪华大帐”由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包头剪纸的代表性
传承人要红霞、王兆刚和当地29位
剪纸艺术家通力合作近4个月才完
成，让包头剪纸技艺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

在“剪华大帐”的走廊里，迎面而

来的是由张丽、刘春梅等9人创作的
套色立体剪纸《民族团结一家亲》。
画面上的各民族儿女吹拉弹唱、载歌
载舞，一派欢腾，令人无不惊叹包头
剪纸技艺的精湛。

套色剪纸是由多种颜色组合而
成，通常以一种颜色的剪纸为主，再
用不同颜色的纸剪出各个部分进行
套贴。

《民族团结一家亲》，通过纸张色
彩的变化，表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和立
体感，体现出画面人物的光影。

走进红彤彤、喜盈盈的“剪华大
帐”，里面的剪纸和我们平时看到的
小幅剪纸不同，这里的剪纸由地面而

起，一直延伸到6米高的穹顶，并布
满大帐四壁整个墙面。如果仔细观
察，会惊讶地发现剪纸的花纹和图案
不尽相同。

立体剪纸与传统平面剪纸不同，
它通过折叠、粘贴、拼接、剪切等手
法，使作品从二维平面延伸至三维空
间，给人以视觉上的立体感。在制作
过程中，立体感和稳定性这一高难度
要求是对创作者精湛技艺的考量。

东河区文化馆馆长葛丽君自豪
地说：“我们的‘剪华大帐’荣登过央
视二套、十三套节目，吸引了众多剪
纸爱好者来观摩学习，展现出包头剪
纸的独特魅力。”

民族团结一家亲

“剪华大帐”坐落在包头市东河
区乔家金街，这里是原来的北梁。

“根在东河，魂在北梁”是包头地区
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这里属于多民
族杂居区，很多居民的上几辈人走
西口来到包头，所以“剪华大帐”将
汉式窑洞、老式窗户、蒙古包穹顶等
一系列文化元素与西口文化巧妙地
融合了起来。“剪华大帐”墙高4米、
到穹顶 6 米，建筑覆盖 400 多平方
米，四壁用拱门和窑洞造型装饰，体
现了多民族融合的主题。穹顶用如
意云纹和 48条大型剪纸连续折叠
悬挂起来，代表着一年有四个季
节、十二个月。墙面上的四季轮回，
分别用《鱼戏莲花》《蝶扑牡丹》《蝙
蝠菊花》《喜鹊登梅》四幅图案循环
展示，寓意为花（化）生万物、代代相
传。如意拱门象征事事如意。门楣

上生动的立体剪纸《狮子》，寓意诸
事平安，《狮子滚绣球》寓意好事在
后头。大帐的四柱是《二龙戏珠》剪
纸图案，象征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说起“剪华大帐”的诞生，得把
时针拨回到2018年。有一天，葛丽
君与要红霞聊天，二人从剪纸技艺
传承聊到怎么才能让剪纸成为包头
的文化元素，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
着要红霞来了灵感，提出创作“剪华
大帐”的设想。当年正逢包头剪纸
院落户东河区文化馆，葛丽君立即
来了精神。她们的想法让同是剪纸
传承人的王兆刚备感激动，他立即
动手做方案。

闻听消息的剪纸艺术家们很快
聚在一起，从设计到制作，没日没夜
地忙碌起来。制作一版，不满意，立
即改。从寓意到衔接，大家集思广

益，直到碰撞出“火花”才定版。创
作者们不断挑战自我，反复斟酌每
一个线条的走向、每一处弧度的弯
曲度，力求达到最完美的构图。经
过近 4个月的努力，一幅幅寓意吉
祥的剪纸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

组装这些图案时，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剪纸容易断，要求必须对剪
纸图案轻拿轻放，粘贴时还得粘结
实。艺术家们围着这些精致的剪
纸作品，犹如面对襁褓中的婴儿，喜
不自禁，却又不敢贸然伸手。王兆
刚撸了撸袖子，豁出去般爬上了梯
子，往 6米高的穹顶上组装剪纸图
案，腿却一直哆嗦。打下手的伙伴
们不约而同地在梯子四周围起人
墙。王兆刚说：“不使点劲粘不牢 ，
稍微用点劲又怕伤到图案，我常常
紧张到不敢呼吸。”

内涵丰富寓意深

葛丽君担任东河区文化馆馆长
已经14年，她对包头剪纸有着特殊
的情感 。

说起“剪华大帐”的策划者要红
霞，葛丽君满怀崇敬地说：“要老师
的剪纸技法精湛，她能够熟练地运
用剪刀和刻刀，将纸张剪成各种精
美的立体图案。她的作品线条流畅
细腻，形态逼真，立体感强，从人物、
动物，到花卉、风景，不仅反映了当
代社会的风貌，也展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无穷魅力。”

葛丽君介绍，荣获“最美乡村公
共文化空间设计类TOP20”荣誉的

“剪华大帐”数字化展厅项目，设计者
是文化志愿者贺少波。他在原有“剪
华大帐”基础上，深挖东河区地域文
化，将多民族文化融合赋能，以民族
团结为主要设计元素，用作品阐述人
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贺少波说，他特别喜欢包头剪纸
这项传统技艺，但是非遗项目要赋能
才能更好地传承，年轻人喜欢的
VR、游戏，都是赋能的载体，如果能

够把“剪华大帐”进行数字化提升，让
剪纸、舞台、景象融合，以故事的方式
展现给大家，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沉浸式体验，弘扬传统文化，那么非
遗传承会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希望能够在乔家金街和吕祖庙
附近打造室外剪纸公园，使其成为包
头的文化名片；希望在高速出口、火
车站、公园，随处可见包头剪纸建筑
及其文化；希望数字化“剪华大帐”早
日落地，在创新中传承包头剪纸这项
传统技艺是葛丽君最大的心愿。

传统技艺要创新

2024年8月26日，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专题交流活动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由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2023年度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交流展示活
动”终评结果公布，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剪华大帐”传统剪纸数字化展厅项目荣获国家级荣誉——
“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设计类TOP20”。“TOP20”是声望排名标志，一共有四种，TOP100、
TOP50、TOP20、TOP5，分别是前100名、前50名、前20名、前5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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