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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推光漆器已有千年历史。对
于这项古老非遗，手艺人一方面坚守
匠心，复原技艺，带徒传承；另一方面，
融入现代理念，推陈出新，设计出精巧
时尚的文创产品。传承与创新并重，平
遥推光漆器正不断走进现代生活。

云雾缭绕中，宫殿巍然屹立，飞檐
之上，几只白鹤盘旋上空。几十位头挽
云髻的女子，衣袂飘飘，款款而来，或
鼓瑟弹琴，或抱盒捧盏、回头低语……
画面都绘在光洁的黑色漆面之上，一
片流光溢彩。

这件《明宫乐韵动长安》漆器屏风
长 5.1 米，高 3.1 米，用上好硬柞木为
胎，被天然大漆通体擦拭了上百遍，历
时一年半而成。作品的创作者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遥推光漆
器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85岁
的薛生金。“髹是刷漆的意思，饰就是
装饰。漆器，是材质之美与技艺之美的
结合。”薛生金说。

恢复传统工艺

清晨，已满头银发的薛生金和徒
弟们一起在工作室里创作。“每天他仍
然坚持5个小时以上的创作。”他的儿
子薛晓东说，别人作漆器的装饰，都是
先画在纸上，再用复写纸誊在木胎画
板上，薛生金则多直接用白稿笔在木

胎上作画。
平遥推光漆器在唐代即有盛名，

已有千年历史。薛生金说，在山西，特
别在平遥，漆器是一种普遍的实用品。

“漆器的创作是个很费工夫的活
儿，任何一件作品都至少得花 3 个
月。”薛生金介绍，小到首饰盒、食盒，
大到衣柜、屏风，还有用来陈设的梅
瓶、墙画，都可以是漆器的创作对象。
制作一件漆器，工序繁琐复杂，基本都
要经历木胎、裱布、灰胎、漆工、画工、
打磨推光等步骤，有的还要镶嵌上螺
壳或金箔，反复打磨刷漆。

在工作室的每张桌子上，都放着
一小瓶豆油与瓦灰。“在灰胎上每刷一
道漆，都要经过数十小时，才能完全干
燥，而后每一层髹涂后，都要先用水砂
纸蘸水反复研磨。最后，在器物表面抹
上豆油，用手掌蘸瓦灰反复推擦，直到
手感光滑，再进行下一层的髹涂，如此
反复数遍——这就是平遥推光漆器。”
薛生金介绍。

这些年，薛生金有两个坚持。一是
对材质有执念。随着市场扩大，许多人
开始在制作中使用化学漆，但薛生金
仍然坚持用天然大漆。“漆器艺术本身
就蕴含材质之美，是很讲究的。”二是
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设计灵感。桌
子上，随处可见厚如砖块的书籍，“做
好漆器，古代的服饰、基本器型要懂，
四大名著、戏曲演义也要了解，这是我
们的老传统，要传承下去。”

多年前，薛生金恢复了失传多年
的“堆鼓罩漆”的传统工艺，一直以来，

他始终未停下创作的步伐。“不断向自
己发出挑战，就是希望给后人留下更
多的原创。”薛生金说。

融入现代理念

薛晓东从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毕业后，又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
现在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山西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如今，工艺制作的条件大为改善，
加工平整的贝壳、调好的天然大漆已
经可以通过采购获取。“但最重要的是
设计能推陈出新，并且保持精益求精
的工艺。”与父亲比起来，薛晓东对漆
器制作有新的看法，“一定要融入现代
理念，现在审美不断变化，创作者要花
心思去琢磨，年轻人才会更喜欢。”

传统的漆器艺术品，题材多为典
故或者吉祥图案。而薛晓东的许多作
品体现出一种现代简约美。四四方方
的盒面上，飞鹤首尾相接、回旋一圈，
灰鹤与白鹤相间，鹤尾用金箔镶嵌。简
单的构图，简明的色彩，极具视觉冲击
力。这件名为《翔》的作品被国家博物
馆收藏。

“传统技艺完全可以体现时代主
题，你看。”顺着薛晓东指着的方向，笔
者看到一幅抗疫主题的漆画：这是一
组医护人员工作的群像，画面中间是
一位医护工作者的逆行背影——身穿
防护服，正朝病房走去，义无反顾。人
物的轮廓与脊梁处镶上了金箔线，衣
服褶皱部分用镶嵌的白色贝壳晕染，

立体挺拔，令人动容。
“其实漆器作为一种艺术，非常需

要年轻的力量，还可以借鉴外来的一
些手法。”走到展览室门口，薛晓东自
豪地介绍起一幅作品。这件3扇屏风，
主体图案是一只巨大的凤凰，屏风下
放着一张古琴，主题是《凤求凰》，但在
色彩上又有变化。薛晓东说：“这是我
女儿设计的，她在高校任美术教师，也
从事部分漆器的设计，尝试融入更多
的现代美学理念。”

探索创意设计

这些年，薛生金又多了个新身份——
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名誉馆长。位于
平遥古城东大街的中国推光漆器博物
馆，同时也是平遥推光漆器文化产业
创意园。漫步其中，各类漆器艺术作品
琳琅满目，还有不少工艺美术师现场
创作。

在展示的众多作品中，唐都推光
漆器有限公司设计师胡晓明研创的

“甜甜圈”十二生肖系列吸引不少游客
驻足。漆器的器型像甜甜圈，或彩色或
黑色的漆面光亮平滑，纹饰上却是描
金的中国传统生肖图案。胡晓明介绍，
这其实是个置物盒，器物造型打破了
传统的首饰盒式样，在图案设计上也
有所创新。

古朴简约的红漆餐具、大气典雅
的文房四宝、精致的书签、小巧的随身
挂饰……平遥推光漆器正不断地贴近
现代生活。这些文创产品，都出自创意

园的工艺美术大师之手。“我们把传统
工艺与时代元素结合，加大研发力度，
拓展非遗用途。”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
司负责人阴建平说，“我们还与市场上
优秀文创企业进行合作，探索文创产
品的更多可能性。”

其实，10多年前，以天然大漆为原
料的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濒临断
代。“受低成本化学漆的冲击，漆器行
业曾面临经营分散、产品单一、质量参
差不齐的问题。”阴建平介绍，平遥推
光漆器文化产业创意园聚合国家级、
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及专业设计制作
管理团队，在恢复传统工艺的同时，组
建大师工作室带徒传艺，外出培训进
修，与高校展开合作，“打造文化创意
产品，就要不断解决创意设计在文化
产业中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销售和拓宽
海外市场，平遥漆器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人有兴趣接触
和感受平遥推光漆器文化。“创意园已
累计接待旅行、研学、实训8.6万人次，
大家可以在这参观、体验漆器工艺。”
阴建平说，今年还开展了漆器创意设
计大赛，一批新的文化创意等待落地。

“如今，平遥漆器有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2名，省级传承人7名，还有许
多工艺美术大师、龙头企业，都是宝贵
的发展资源。”平遥非遗保护中心主任
霍文忠说，平遥正积极举办漆文化艺
术节，为世界各地漆艺匠人搭建交流
平台，希望让平遥推光漆器走得更远，
走向世界。 （《人民日报》郑洋洋）

近年来，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
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坚持
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
体，不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持续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传承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号召广
大文艺工作者聚焦“三农”开展文
艺作品创作，积极组织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群众广泛参与的文
化活动，进一步推动全县乡村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

创新载体，灵活形式，深入开展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宜君县充分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积极开展“宜馨超市添

动力”等精神风貌大提升七项工程，
形成了扶志扶智宜君模式，有效改变
了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同时，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传、
教育、服务群众的作用，釆取深入田
间地头宣讲的方式，尤其是“秦腔唱
响新思想”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有
效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利用文
化广场、农家书屋、乡村广播室、乡村
学校少年宫等基层文化阵地，大力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通
过开展“移风易俗 文明过节”“文明
祭祀 绿色清明”等活动，大力倡导厚

养薄葬、喜事新办，抵制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破除歪风陋习，进一步弘扬
时代新风尚。大力推进农村自治、法
治、德治相融合，让社会主义法治融
入日常生活，力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农村落地生根。深入开展农村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作用，把党的政
策、文明生活等内容与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

守正创新，多点结合，积极培育
壮大乡村文化产业。宜君县积极打造
乡村文化旅游精品，建立了哭泉旱作
梯田生态博物馆，该项目先后完成了

孟姜女文化广场、游客接待中心以及
民居改造、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等基
础设施建设。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
手，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形成了
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农家餐饮”
为主的特色产业格局。精心培育乡村
文化产业品牌，实施阿里巴巴企业文
化品牌塑造工程，利用剪纸、农民画
设计包装玉米糁、苹果等农产品，推
动产业提档升级，带动全县经济发
展。成立了金剪刀剪纸公司、欣盛民
间艺术品开发公司，经常性开展剪
纸、农民画培训，开发剪纸、农民画种
类20余种，从包装、产品功能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升级。

当下，“文创”成为生
活中的热词——冬奥会期
间，吉祥物冰墩墩走红网
络，一“墩”难求；金沙遗址
博物馆 4 款“数字文创产
品”上架即售空……文创
产品走俏市场，折射出人
们日益高涨的文化消费热
情，也显示出文创市场的
广阔发展空间。

文创产品为什么会受
到欢迎？透过文创产品，有
人感慨于历史场景的创意
呈现，在培育运河出土小
麦盆栽时，体验种植谷物
的过程；有人惊叹于多重
感官的奇妙联结，在品尝
文创雪糕时，咀嚼出时令
与文化的滋味。无论是玩
偶、日历、挂件等日常器
物，还是新技术新应用呈
现的多元场景，优秀的文
创产品都凝结着审美特质

与价值理念，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文创产品，重“形”也需重“意”，更进

一步说，要以“意”取胜。文化资源与制造
工业的双向赋能，让文创产品的大量涌现
成为可能。也要看到，市场上依然存在产
品内容粗糙化、形式同质化的不良现象。
文创产品应如何脱颖而出、形成差异化
竞争优势？聚焦优势资源、精准打造IP、
完成创意呈现，或是破局之道。以《千里
江山图》为例，这几年，从故宫博物院研
发的镇纸、茶宠等系列周边到“画游千里
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从歌曲《丹青
千里》到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通过品
类纷呈的文化产品，《千里江山图》走进了
广阔的公众视域。

优秀的文创产品，应是中国故事的
生动讲述、文化内涵的艺术呈现与社会
价值观的准确传递。文创之所以广受年
轻人欢迎，一方面是由于它千变万化的
外在形式与打开方式符合受众多元的
审美诉求与消费心理，另一方面则在于
它饱含着古史传说、诗词酬唱、艺术珍
品等人文元素。手抚“李太白邀月夜
灯”，一轮唐时明月便皓然当空；轻摇

“蜀国孔明羽扇”，三国英雄故事便重现
眼前……优秀的文创产品，不仅能让公
众在潜移默化中深入感知历史、品读文
化，还能唤起集体记忆，凝聚情感共识。

文创二字，文居词首，创随其后。惟
有以文促创、以创彰文，才能让文创产
品不落贴标签、仿形式的窠臼，脱离形
式化、同质化的桎梏。如此，文创市场才
能走得更远、更好。

宁夏开展
首届“我最喜爱影片”
群众选片活动

本报讯（杨淑琼）“扫一下这个二
维码，在网页上的影片选片表中为你
想看的电影投票，就可以在家门口免
费看到自己想看的电影了！”近日，在
宁夏永宁县富原社区，社区工作人员
一边展示二维码一边向群众介绍宁夏
首届“我最喜爱影片”群众选片活动。
此次活动由宁夏电影局和宁夏广播电
视局联合举办，宁夏广播影视服务中
心承办。4月12日—24日，各地电影
公司、放映员在全区五市各基层社区、
村（镇）集中推进“我最喜爱影片”群众
选片。活动期间，由宁夏广播影视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行动小组下沉
到各行政村，以现场走访、座谈讨论等
形式了解群众观影需求。

此次群众选片活动采取公益电影
下沉式“点餐制”服务。由宁夏广播影
视服务中心制作宁夏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推荐影片表，精选130余部影片。群
众扫码点开网页后便可以在喜欢的影
片后划“√”，选出最喜爱的 10部影
片。最终根据群众的观影需求，选择、
安排影片，让基层群众既能看到又能
看好。

公益电影进基层，文化惠民暖人
心。近年来，宁夏将公益电影放映作
为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一村一
社区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要求，建
立了完善的目标管理体系，让放映员
均衡实施放映计划，让越来越多高品
质的电影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下一
步，宁夏将积极对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乡
镇影院，推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实现
流动放映与固定放映相结合、室外放
映与室内放映相结合，逐步改善农村
地区群众观影条件，不断提高电影放
映服务质量水平。

辽宁省科技馆
原创有声航天科普漫画
《逐梦星辰大海》重磅上线

2022年4月24日是第七个“中国
航天日”，今年的“中国航天日”以“航
天点亮梦想”为主题。当天，由辽宁省
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辽宁玖相文化
传媒制作的20集多人有声航天题材
漫画《逐梦星辰大海》全网上线。

回首中国航天事业波澜壮阔的
历程，几代航天人在探索浩瀚宇宙的
征程中，孕育形成了航天“三大精
神”——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据悉，有声航
天题材漫画《逐梦星辰大海》由主办
方特邀院士专家团队进行指导，以中
国航天发展史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
将中国航天事业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传承航天精神、传播航天文化，旨在
点亮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
于创新的航天梦想，致敬接续奋斗的
中国航天人。

有声漫画以科技馆原创IP“球球”
为主角，在故事里，球球将穿越到6个
不同的时空，与名为“悟空”“姜子牙”

“羲和”等多个智能机器人一起赴九
天，问苍穹。在冒险过程中他们将见证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
月、“天问”问天、“神舟”逐梦、“北斗”
组网、“天宫”空间站建成等航天大事
件，邂逅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贡献的
科学家们，见证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致敬科学家精神。中国航天事业每一
步跨越，都离不开航天精神的坚定支
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航
天精神一以贯之、历久弥新。

据了解，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作为
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承担着开
展科学普及、科技传播、科普资源研发
等职能。是集科学家精神宣传和服务
功能、展览教育功能、科技成果展示功
能、学术交流功能、活动教育功能与科
普传播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馆。
借此原创有声航天科普漫画《逐梦星
辰大海》为契机，点亮青少年崇尚科
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航天梦想，
以科学梦印证飞天梦，以航天梦托举
中国梦，汇聚起追梦逐梦筑梦的磅礴
力量。 （中国新闻网李晛）

春水长流鸟自飞 张成林 摄

陕西宜君：优秀文化浸润助力乡村振兴
田斌 王歆浩

守护材质与技艺之美，从传统艺术品升级为精巧文创产品

千年漆器，走入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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