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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凤：巧手剪乾坤 纸上生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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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成为网络
动画的底色

繁峙晋绣：以针代笔绽芳华
姻 科学导报见习记者 魏世杰

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

举办主题书画展
近日，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举办了“敬廉崇

洁”书画作品展，得到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和广泛

参与。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30 日。

自开展清廉学校建设以来，大同幼师紧紧

围绕“清明政风、清净校风、清正教风、清新学

风”的目标，将清廉文化与校园文化、教育教学、

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利用校园广播、学校公众

号、宣传横幅、电子屏、黑板报等形式，多渠道传

播清廉理念，让清廉文化走进课堂、浸润校园、

滋养心灵。 解慧

一把剪刀，几张红纸，手腕翻飞，剪随心

走。收起剪刀，红色纸屑轻轻抖落，每条纹路

百转千回。赋予这红纸生命的，正是山西上

林苑传统剪纸艺术研究所主任、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原剪纸代表性

传承人王银凤。

7 月 25 日，记者走进上林苑，看着一幅

幅精美的剪纸作品，不禁感叹：“这是剪纸

吗？”汹涌澎湃的壶口瀑布、色彩斑斓的唐

卡、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百花齐放的富贵

牡丹……在王银凤的手中，剪纸已经步入了

一个全新的时代，不同风格的剪纸、不同故

事元素的作品都诉说着她对剪纸的热忱。

“剪纸技艺是古老的，但人是要学会创

新的。剪纸是一门传统技艺，是创作者表达

自己所见所想的一种途径。我特别喜欢年轻

人走进非遗，带来我没见过的时兴图样，只

有人人都玩起来了，传统手艺才能被继承下

去。”王银凤缓缓地向记者说道。

经过几十年的磨炼，王银凤与丈夫郭

树林一道设计制作出了上千件作品，他们

努力将珍贵的即将消失的艺术珍品以剪纸

形式再现于世，他们创作出 《锦绣太原》

《蒙山大佛》《凌霄双塔》《晋祠圣母殿》《宋

代彩塑———侍女》《大槐树移民图》《五台圣

境图》等剪刻作品，大幅作品《古典四大名

著》 人物剪纸长卷，《祖国万岁》12 米剪纸

长卷，剪纸唐卡《千手观音》和《广胜寺庙

会图》等，均是运用传统剪刻技法，纯手工

制作完成。剪纸长卷《金陵十二钗》获“美

国第十四届达拉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民

族剪纸艺术金奖”。

“剪欢乐、剪吉祥、剪喜气”，儿时看到的

一幅幅窗花让王银凤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

向往。那时的母亲偶尔会拿起纸，一把剪刀

随手剪出老鼠闹葡萄、小兔子拔萝卜等，衣

服鞋袜上绣出花样，油灯下墙上变化出各种

动物的手影，这些记忆里的画面都让王银凤

深深地崇拜着母亲。

年幼时对剪纸的喜爱已经在王银凤的心

里埋下了梦想的种子，然而，这颗种子却任凭

怎么浇灌都迟迟不发芽。回忆起夫妻俩一同

创业时的艰难，郭树林的眼眶有些湿润了，他

叹了口气说：“太难了！没人相信你能把这个

事做成。”

“刚开始我们 3 年多做坏的材料堆了半

个库房，我兼职 4 份会计工作，晚上熬夜做剪

纸，那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了研发

里。”王银凤说。

王银凤夫妇带着剪纸作品一路南下，给

南方的景区内供货，万万没想到辛辛苦苦做

出的剪纸作品并不受欢迎，剪纸成品还因为

南方潮湿的环境而“坏”掉了。为此，他们苦

思冥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王银凤说，“南

方剪纸以纤巧细致著称，北方剪纸以大气恢

宏闻名，剪纸艺术的创作可以粗犷，但在粗

犷的艺术表达之下必须要有细致、吸人眼球

的艺术内涵。”作品的创作方向有了思路，怎

么解决“坏”掉的问题呢？

案几上郭树林将丝绸卷轴缓缓展开，记

者发现这轴杆并非木制，而是玉制的。王银

凤微微一笑说，“把纸卷轴换成丝绸的，避免

因潮湿而腐烂的问题，木制的轴杆因为潮湿

也会裂变，玉制的不但不会裂，还给剪纸作

品增色不少，显得高档大气。”

在王银凤看来，传承不是照搬，必须在作

品上创新，与时俱进地捕捉到每个时代的流

行特征。在挖掘、保护、继承以外，他们在剪

纸的题材及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多层套色

点染等技法融合，将太原剪纸技艺发挥到了

极致。

指尖乾坤，剪出大千世界。王银凤在题

材、材料、表现形式上都有创新。她说，“我要

把剪纸元素应用到我们的衣食住行中，让更

多人参与到剪纸的学习和传承过程中。”

让更多的人看到太原剪纸，这是王银凤

夫妇现在的心愿。他们一直在寻找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为太原剪纸建一个数

字化博物馆，利用科技手段全方位地展示太

原剪纸的艺术特点，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地感

受剪纸的艺术魅力。郭树林更是提出“穿越”

的想法，让参观者穿越古今，了解剪纸的前世

和今生。

一把剪刀，剪出中华古韵今风；非遗千

载，赓续民族文脉艺萃。王银凤深钻细研，提

升作品的艺术水平，丰富作品的艺术趣味，加

大作品的创新力度，剪出个性、剪出风格、剪

出精品，她付诸全力让太原剪纸走向广阔的

市场，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剪纸，也让太原

剪纸成了一张打响龙城的亮丽名片！

“这两幅《五台山全景图》和《东台日出》是

我们为五台山‘申遗’制作的国礼绣品，主要用

到了晋绣传统的“平针针法”和苏绣的‘乱针

绣’技法，辅之以戗针、施针、打籽针、钉金针、

擞和针等 20 种针法，共用到 120 多种色线，由

50 多名绣娘历经 30 个月而完成……”繁峙晋

绣坊总经理贺晨飞满脸自豪地对记者说。

繁峙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以刺绣

为主的民俗艺术更是源远流长，早在千余年前

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里制作的晋绣产品曾

获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米兰创新金奖，绣品还被

当作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事专用“国礼”，

赠送给来晋访问的柬埔寨西哈莫尼国王和泰

国公主诗琳通，而这些精美的绣品都来自忻州

市繁峙县晋绣坊文化产业发展中心。作为繁峙

刺绣的代表，该中心制作的晋绣产品给人们的

幸福生活增光添彩，更带来了美的享受。

走进繁峙县城的晋绣坊展厅，有一块特别

引人注目的红色牌匾，上书“木兰巧绣和亲图，

中华晋绣流传千古”，可见晋绣已延续千年之

久，里面各种浮翠流丹、风格独特而又充满韵

味的绣品不仅展现出了风光旖旎的山西景色，

还展现出了晋绣灿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

的艺术魅力。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唐

代诗人罗隐就曾对刺绣匠人的技艺作如此描

述。繁峙刺绣，素以花色繁多、色彩艳丽、粗犷

豪放为主要特点，极具地方特色。晋绣坊是繁

峙晋绣的典型代表，其刺绣工艺成功入选“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省级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繁峙晋绣”被省政府列为具有山

西特色的工艺美术产业集群之一。

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晋绣坊将精心打造

的刺绣作品与底蕴深厚的各种典故、诗文相结

合，来达到诗情画意的雅致，尽绣大好河山、人

物肖像、花鸟走兽，或黑白对比分明，或花色斑

斓如虹。姹紫嫣红的芍药牡丹、横眉怒目的百

兽之王、活泼可爱的孩童、栩栩如生的《荣华富

贵》、精湛独特的《金饭碗》、气势磅礴的《长城

雄风》……一件件精美绝伦、针法严谨、绣理分

明的作品绣出了尽善尽美的前景之图，地方深

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和

乡间遗风。

“针虽乱，佳人妙指心似水；地域偏，绣品

光华胜苏杭”，山西国际文化交流画院秘书长

黄克毅在观赏晋绣坊技艺和绣品展示后赞扬

道。作为中华秀苑一朵灿烂的明珠，晋绣坊在

山西众多民间刺绣艺人的坚守下逐步将历史

悠久的晋绣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并使其跻身

中国 20 大主要绣种之列。

传承是元素，创新是主题。现在的绣品很

多都是机绣，可谓鱼龙混杂。而贺晨飞却不忘

初心，晋绣坊在他的带领下仍旧坚持纯手工理

念，毅然决然地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晋绣坊

的成功使山西的民间刺绣技艺得以保护和传

承，为宣传地方文化起到推进作用，也丰富了

中华刺绣文化。在文化发展备受重视的今天，

晋绣坊的成长为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树立了

标杆，把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和当地其他产业有

机整合，将民间刺绣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

进而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民间艺人的传

承、延续、创新，逐渐形成了晋绣独特的风格和

体系。贺晨飞告诉记者：“繁峙刺绣不能仅仅满

足于传统的刺绣，而要用刺绣来表达时代，做

到针融百家、绣随时代。这不仅意味着针法、技

艺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内容要与时代接轨，让

传统与时尚、文化与产业更好融合，古代与现

代、艺术与生活、传统手工与新潮艺术都交融

在一起。用现代的审美和理念，赋予非遗以时

代的温度，必能绣出更美丽的画卷。”

晋绣在山西流传有 1700 多年的历史，繁

峙刺绣艺术是整个晋绣艺术中的代表，极具地

方特色。如今，晋绣坊正传承着这一古老的艺

术，把乡俗的、地方的传统发扬光大，成为国

粹。

民间艺人在刺绣 姻 资料图

网络动画是数字时代的新兴艺术形态和文

化业态，是全年龄段受众都乐于接受、用心欣赏

的文艺形式，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观察网络

动画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路径，可以发现，传

统文化正在成为网络动画的底色，成为网络动

画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底气。

网络动画的出现，拓展了动画的创作风格

和传播方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追求创新。

网络动画呈现出新的动态视觉效果与创意，借

助不断翻新的动画技术，呈现更加生动、绚丽的

视觉效果，并以独特的、富于时代气息的创意吸

引观众。

网络动画数量激增，创作内容中也出现了

更多细分领域。网络文学的改编作品尤其是传

统文化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成为网络动画的

主要内容板块。有的作品由网络文学平台牵头，

将网络小说作品交给动画制作公司进行可视化

改编，成品后再投放到网络视听平台播放。有的

则由网络文学平台和网络视听平台直接合作，

实行“网文漫改计划”，打造一条高效率、流水线

的制播产业链。据统计，2021 年播放量排名前十

的网络动画中，一半以上为网络小说改编作品。

改编成网络动画的网络小说往往是网文平台的

重磅作品，具有大量初始用户，由网文改编的网

络动画就有了用户的“基本盘”。优秀网络小说

到网络动画的转化过程，有利于促进文化消费、

激发文化活力、强化文化价值。

同时，也需要看到，网络动画在发展过程中

也出现创作质量参差不齐、总体上创新乏力、作

品内容比较单一的问题。有些网络动画作品过

于依赖改编题材，而且题材大多局限于魔幻、仙

侠等类型，缺乏独特性、创新性和多样性，从而

导致审美疲劳，创作空间比较有限。如何不断开

拓新方向和新领域，挖掘原创题材的潜力，为网

络动画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和能量，是一个需

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网络动画要不断持续发展和进步，必然要

强化原创作品在其中的占比。只有抓住网络传

播的特点，根植于动画创作规律，关注网络受众

的特征，从网络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艺术作品，

才能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和更为广阔的发展

空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原创网络动画创意的

重要源头和主要素材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

蕴浓厚、博大精深，深刻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

认知思维、思想内涵和精神风范，深刻展现着东

方哲学的深度、力度和高度。对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创新性挖掘和呈现，是网络动画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必然路径。

网络动画作品既要满足观众的情感和审美

需求，又要引起观众的深入思考，引导他们的心

灵成长，开阔他们的视野，这就需要网络动画在

创作中不断创新开拓，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结合不同艺术形式，充分运用

现代动画新技术，着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这样才能让网络动画具有持续发展

的动力，打通与观众情感交流的渠道，让中国的

动画在网络平台这条新赛道上跑得更远、更稳。

8 月 3 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当

地考古人员在运城市临猗县发现两座宋代砖雕

壁画墓，年代为“熙宁八年”（公元 1075 年）。据

悉，本次发掘虽是抢救性考古发掘，但在清理过

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对墓葬壁画、彩绘、砖雕、土

雕进行了科学的文物保护，在保护前还进行了

加固、封护的实验性探索，最终，墓葬采用分段

切割异地搬迁的方式进行保护。 孙轶琼

运城临猗发现

宋代砖雕壁画墓

8 月 2 日，在“中国鼓乐艺术之乡”全国历

史文化名城新绛县古城绛州国家级非遗绛州

鼓乐研学基地之一西街实验小学，喜迎今年第

二批重返第二“鼓”乡的香港赤炼鼓乐团和香

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小学的学生小鼓

王小鼓手，研学传承中国绛州鼓乐，寻根国家

级非遗绛州鼓乐、绛州澄泥砚和省级非遗绛州

石雕、绛州毛笔等非遗传统纯手工制作技艺和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推进中华传统

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活”起来“火”起

来，世代传承。 姻高新生摄

研学传承
中国绛州鼓乐

7 月 26 日，由中宣部、教育部、四川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承

办的 2023 年“青春绽放”世界大学生运动员人

文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暨博物馆文创大集在四川

大学博物馆举办。

山西释艺文化为本次展览精心准备的“唐

风晋韵”“表里山河”“三晋神话”“晋善晋美”等

四大主题系列数十种文创产品，使山西优秀传

统文化有了新表达，走进大众日常生活。李婷婷

山西文创产品亮相

成都大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