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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韵贺新春：针下锦绣 版上秦风

    中新社西安
　　作者 杨英琦 李一
璠
　　“扫舍之后，便贴
年画，稚子之戏耳。”
每逢春节，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邰立平都难得空
闲，眼下他正在海南传
授凤翔木版年画技艺。
“色彩对比强烈、人物
造型夸张的凤翔木版年
画无论如何‘加工’，
总不失浓浓年味。”
　　凤翔木版年画始于
唐宋、盛于明清，已有
五百余年历史。在风格
上略显粗犷、夸张。由
于地处西北内陆，受外
部美术影响很少，基本
上保持了传统古版年画
的艺术风格。
　　“凤翔木版年画颇
具原始感的图案和色彩
展示了人们对生活的夙
愿，我们所要传承的不

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其
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
化。”邰立平说，非遗
不是孤芳自赏的“老物
件”，年画也并非春节“限
定”，他希望引领年轻
人群深入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与此同时，
邰立平的儿女们也先后
走上凤翔木版年画的传
承之路。
   “耳濡目染中，家里
的每个人都好像与凤翔
木版年画有着割不断的
情缘。我们不约而同地
在经历过一段人生旅程
后，又回到了凤翔木版
年画的传承与发展中。”
邰立平的女儿、凤翔木
版年画手艺人邰高媛告
诉记者。
　　为迎接甲辰龙年，
邰立平与家人根据中国
传统年画中“钱龙引进”
图样推出多种文创产品。

春联、夜灯、桌布、书
签……充满吉祥寓意的
“钱龙”备受青睐，截
至目前相关产品已一售
而空。
　　“最使我感动的是，
曾经在美国参展时，偶
遇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幼
子。小孩子深受年画吸
引，伸手比划着也想尝
试制作。那一刻，我真
切感受到了中国非遗在
海外的吸引力。”邰立
平说。
　　同样在春节期间辗
转各地的，还有西秦刺
绣手艺人李惠莲。“在
突尼斯与摩洛哥参加完
春节活动后，我又赶到
榆林‘过大年’。新年
制作的龙头帽在这里极
受欢迎。”李惠莲与记
者的采访多次被游客询
问打断，她的摊位前簇
拥着四面而来的人群。

   西秦刺绣是流行于陕
西宝鸡地区的一种民间
刺绣艺术，与当地的社
会生活和民俗风情关系
密切，在宝鸡的西周井
姬墓葬中曾发现有刺绣
遗迹。2008 年，西秦刺
绣作为民间绣活的一种，
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的作品经常
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尤其是春节期间，愁做
不愁卖。”李惠莲表示，
其所负责的千阳县太阳
鸟工艺品专业合作社早
于数月前就开始制作备
货，除经典产品虎头帽
外，还有龙头帽、马甲、
披风等系列品类，“西
秦绣娘”们用一针一线
将秦风秦韵融入生活，
展销全国乃至海外，截
至目前，为农历龙年春
节准备的大部分产品存

货已售空。
　 与此同时，位于陕
西宝鸡的六营村，民间
艺人们正在赶制凤翔泥
塑，迎接农历龙年。色
彩明快、形态稚拙的泥
塑“龙”，是今年凤翔
泥塑的“C位”手工艺品。
有着“中国泥塑第一村”
之称的六营村现有 268
户民众从事泥塑生产，
年生产泥塑作品 30 万件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其鲜艳、夸张的艺术风

格与凤翔木版年画、西
秦刺绣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充分体现了秦人
爽快中略带粗犷的性格
色彩。”李惠莲说。
　　“手工做出来的东
西是有生命力的。”邰
高媛说，当今年轻群体
对非遗技艺的认可与热
情，使她不再担心凤翔
木版年画的未来，“非
遗项目与传统节日的深
度融合，既是沿袭，也
是焕新。”

从观景到“入画”，沉浸感成文旅大势

   中新社 (记者 金旭 )
   银刀舞动，红纸翻飞，
一张张中国剪纸为春节
增添喜庆气氛。对于海
外游子来说，剪纸走向
世界是年味的延续，是
多元文化交流的注脚，
更是无尽的乡愁。
　　以龙年为主题，温
州剪纸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张丽丽耗时近半
月，完成作品《龙腾四
海》——祥云环绕如花
朵绽放，海浪翻腾与云
纹巧妙呼应，一条栩栩
如生的龙跃然纸上，更
有腾空欲飞之感。
　　如何展现中国龙奋
发进取的精气神？张丽
丽琢磨着龙的神韵姿态，
一遍遍打磨草图，再按
照底样扩画到更大尺寸
的红纸上。
　　张丽丽说，剪纸雕
花的过程需要一气呵成，
并不断调整画面整体的
效果和细节。身姿矫健、
双眼炯炯有神的龙，寓
意好兆头。
　　“生肖剪纸很受外
国民众欢迎。”张丽丽
在美国华盛顿州孔子学
院任教，她在电话中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
她的日程已安排得满满
当当，共有 9 场剪纸讲
座和体验活动。“我结
合福字、春字以及龙纹
等中国传统元素，设计
了一系列简单易学的剪

图为邰立平 ( 左一 ) 正在向年轻人展示凤翔木版年
画制作过程。(资料图 受访者供图 )

妙纸生花添“龙韵” 海外游子巧手剪出中
国年

图为游客在西安沉浸式体验汉服。( 资料图 ) 中新社
记者 张一辰 摄

2月，外国民众体验中国剪纸。　(受访者供图 )

   中新社西安　 作者 
杨英琦
 　当“李白”与游客从
西安永宁门涌进长安，
“汉服”与“时装”在
大雁塔下齐诵《将进酒》，
西安鼓乐与交响乐异
“域”同音……龙年除
夕夜，动画人物“李白”
走进实景西安，场外观
众随镜头“入画”长安，
时空交错、古今重叠之
景令人动容。
　　“有种热泪盈眶的
感觉”“这是写在基因
里的中华诗篇”“这份
浪漫是久远的过去，亦
是兴旺的未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 年
春节联欢晚会，西安分
会场节目《山河诗长安》
将动画与现实情景交融，
隔着千年时空的诗酒共
情不仅引发中国网友热
烈讨论，也牵动海外网
友心弦：“亦真亦幻不
需辩，名句千古永流传。”
　　成为“网红”多年，
西安的每次出圈总与“周
秦汉唐”有关。动画电
影《长安三万里》激活
了中国民众的诗词基
因，唐风市井街区为游
人打造“秒”回大唐的
沉浸式体验，年轻人群
则沉迷“中国最古老摇
滚”——秦腔而无法自
拔。近年来，中国人耳
濡目染的文化元素总能
在西安重返“青春”。
    “因《长安三万里》
触动诗词回忆，又在《山

河诗长安》中一览古今
盛景，我既激动又震撼，
已迫不及待要开启这趟
旅程。”来自湖南的常
小云与家人正在西安旅
游过年，只为“穿越”
网线，亲身感受这座千
年古都的风采。
　　从天津“跳水”到
冬日“尔滨”，各地文
旅“在线”争奇斗艳，
“网红”城市陆续登场。
迈入春节假期，网友们
早已不耐在线观景，纷
纷选择“入画”体验，

一探究竟。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
10 日，中国各地景区热
度快速增长，其中，南
京秦淮灯会主会场搜索
热度环比上升 92%，无
锡拈花湾热度环比上涨
71%。灵山胜境、凤凰古
城等景区春节期间搜索
热度涨幅均超过 50%。截
至目前，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大年初三 (2 月 12
日 ) 至大年初五 (2 月 14
日 ) 的门票已售空。
   作为 2024 年的“春

晚”分会场，西安、喀什、
长沙、沈阳 9 日晚至 10
日的旅游搜索热度出现
大幅上涨。同程旅行数
据显示，西安旅游搜索
热度环比上涨 294%，喀
什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
涨 270%，长沙和沈阳的
相关搜索热度涨幅分别
为 243% 和 235%。
　 龙年“春晚”西安分
会场导演张敏认为，西
安三次入选“春晚”分
会场，是因为这座城市
的烟火气和民众生活的
幸福感，这里的民众在

潜移默化中把传统文化
用现代方式表现了出来。
“诗意散布在城市的各
个角落。”张敏坦言。
　　“文化通过新的创
意表达进行传播，打破
了民众‘敬而远之’的
心理状态，更好地融入
文旅与生活。在此前提
下，从沉浸式光影到沉
浸式场景，融入新科技
的沉浸式体验必将成为
文旅行业未来发展大
势。”陕西省旅游设计
院总规划师崔宁对中新
社记者说。

纸作品，希望外国朋友
也能动手折纸、剪纸，
体验年俗文化，共庆中
国年。”
   “去年圣诞节，我与
美国朋友一家度过了难
忘的时光。春节到来，
我决定用一幅龙年剪纸
为他们送上最真挚的祝
福。”张丽丽称，看着
他们贴好窗花，阳光透
过剪纸洒进屋内，喜悦
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剪纸拉近了我们之间
的距离，也加深了友谊。”
　　在意大利中意国际
学校，每周四下午都会
开设一节中国剪纸艺术
课程。“剪纸创作的乐
趣激起了学生的兴趣，
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很
高。”中意国际学校教

师赵迎春表示。
  “为迎接新年，我带
着孩子们设计了名为‘祥
龙献瑞’的窗花。”赵
迎春称，剪纸“龙”呆
萌可爱，穿梭于祥云间，
寓意吉祥如意。“寓教
于乐的同时，我会为他
们讲述和春节相关的历
史故事和习俗，一起领
略中华文化魅力。”
 　“在教授孩子们剪纸
技巧的同时，我也会分
享儿时过年的记忆。”
赵迎春表示，每逢春节，
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将喜
鹊登枝、孔雀开屏等样
式的剪纸仔细贴到窗户
上，“屋子焕然一新，
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
的憧憬”。
　 全墨西哥华人华侨总

会秘书长白义表示，在
年货清单中，春联、福字、
剪纸等装饰品必不可少。
在墨西哥，龙年剪纸在
中国传统元素中巧妙融
入了当地鸟类、植物等
图案，古老春节的韵味
与墨西哥的热情活力相
得益彰。

　　“墨西哥也有剪纸，
通常以鲜艳的颜色和复
杂的图案著称，和中国
剪纸有很多相似的技
艺。”白义说，以剪纸
艺术为桥梁，期待外国
民众有更多机会了解中
国春节的庆祝方式，感
受中国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