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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以皮当纸，以刀为笔，一张张看似
普通的牛皮，在能工巧匠手中绘制出
人 物 、花 鸟 、风 景 等 图 案 ，栩 栩 如 生 、
惟妙惟肖。

皮艺以牛皮为主要原料，天然颜料
等为辅料，采用刀刻、皮雕、绘画、起鼓、
染色、镶嵌 6大工艺，经过火烙、塑形、装
裱等 65 道工序手工制作完成，每一件作
品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非遗文化内涵，
闪烁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之光。

走进苏鲁锭皮业创新工作室，创新
团队的工作人员既有职工、老手艺人，也
有高校专业人才，他们正在精心设计、细
腻雕刻手中的作品。研发中心工作人员
郝爱清从事皮艺制作已有 6 年，她说：

“非遗的传承既要有匠人之心，也要有创
新之志，这样才能让传统皮艺焕发新的
魅力。”

创新团队设计的系列作品《梦回元
古》皮雕艺术花瓶以及《佛心》系列箱包
荣获国家旅游商品金奖。作品还有结
合世界文化遗产阴山岩画的“阴山言
语 箱 包 系 列 ”、结 合 唐 卡 艺 术 皮 画 作
品、非遗活化产品—“平安马凳”、大型
皮雕皮艺画“印记”系列、影视道具“巴
特尔”系列皮质盔甲、蒙古马精神《奔
腾》系列……

非遗+文创
“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皮艺文创产

品，真正在大众生活中运用起来，这是皮
艺发展需要突破的困境。”苏鲁锭皮业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云成义说道。

走进苏鲁锭皮业文创产品展厅，创
新团队自主开发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如卡通鼠标垫、“石榴籽花开”书包、靠
枕、家装摆件、酒囊、马扎、婚书、航空公

司旅行箱……这些文创产品根据现实生
活的需要而创作，迎合大众对艺术的欣
赏需要，符合大众审美，其目的就是让非
遗飞入寻常百姓家。

非遗+旅游
在苏鲁锭文化产业园游客区打造

的“DIY 互动体验”活动中，传承人云博
正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游客介绍皮
艺。游客们一边喝着奶茶一边手工制
作皮画，能听懂、能看懂、能参与到皮
画制作，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皮艺制作项目每一个环节都有学
问，能来这里亲身感受，制作皮画，让我
们此行更加有意义。”一位现场参与体验
活动的游客说。

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秦兆祥老
师认为，在“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指导下，“非遗+旅游”已成为文旅融合发

展的重要一环，不仅创新了旅游业态，丰
富了旅游供给，也激活了非遗文化资源，
使非遗文化通过旅游市场走进了千家万
户。

非遗+研学
于 2016 年成立的皮艺传习基地，长

期面向大中小学生开展手工皮艺劳动实
践指导。基地还承接三期教育部中青
年职业学校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师民
族工艺皮革艺术 6 个月一期研培计划
教学任务；为锡林浩特职业学校、乌海
职业学校、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职业
学校皮革艺术工艺课程教学培养实践
教师人才等，为培养皮艺制作人才做出
有益探索。

2015 年 ，苏 鲁 锭 牵 头 成 立 了 呼 和
浩特皮画艺术研究会，从理论、工艺、
技艺、市场等方面对皮艺进行深度研
讨，“产学研用”结合的道路使之更好
地进行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非遗+乡村振兴
苏鲁锭皮艺制作还带动公司附近昭

君路街道、小黑河镇周围村民再就业，附
近村民通过技能培训后从事皮艺工艺制
作。“我们可以带回家做皮画产品，工资
按件计费，不仅离家近，掌握了新技能，
还能补贴家用。”贾家营村民李三女开心
地说。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非
遗元素无疑给乡村发展注入更多潜力，
而乡村振兴也将让非遗传承更富活力。

非遗+直播
非遗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人才，尤其

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青年非遗传
承人的加入。

90后小伙云博从小便耳濡目染地跟
着父亲学习皮艺制作，他从内蒙古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开始思考如何让
皮艺走入大众视野。近几年，依托金桥

“双创”示范区进行直播带货，通过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向全国观众介绍
皮艺，与内蒙古财经大学创业青年团队
合作开发了“嗨皮享画 ”微信小程序，从
产品设计、制作、推广上，无缝对接了时
尚，吸引了大批青年消费者购买非遗产
品。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非遗、
了解非遗、爱上非遗、从事非遗，用青春
匠心和火一般的热情传承着近千年的皮
艺文化。

近段时间，“‘箱’约那达慕 休闲周末
游”后备箱市集在内蒙古展览馆广场持续
举行。现场设置了大众市集、体育竞技、
文化娱乐、城中露营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在非遗手创摊位
前，一位老师正手持剪刀和布在比划着，
她一边熟练地展示着布贴画的制作要
点，一边讲解着裁剪技巧，旁边的学员们
一个个全神贯注，认真学习。她就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布贴画自治区级代表性传
承人崔锁莲。

布贴画又叫宫廷补绣，拥有千年的历
史，亦俗称布堆画、布贴花、布摞花，是中
国民间比较常见的手工艺术之一，相较于
其他手工画，布贴画构图相对自由，没有
很多的限制，更具有亲和力。对于布贴画
而言，布的质地、花色和纹理决定了画的
质感，裁剪与拼贴的巧思赋予了布贴画以
灵魂。“布贴画是用布料代替笔墨的，每一
幅作品都是在讲述一个故事，通过一幅幅
作品表达布艺人的所感所想。”说起布贴
画，崔锁莲滔滔不绝。

崔锁莲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
开始接触布贴画，最初是看姥姥和妈妈在
做，崔锁莲出于好奇也跟着在旁边剪，开
始是模仿家人做的，后来便自己想象着
剪，久而久之便养成了一种习惯。“在生活
中，我看到一些布料的边角料就会把它收
集起来，想办法做成布贴画。”崔锁莲告诉
记者。

多年来，崔锁莲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
传统布贴画技艺，只有初中文化的她，从
未学过画画，一身手艺全凭日复一日的摸
索和坚持。崔锁莲布贴画的特点就是边
线整齐明朗，有浅浮雕感。她的作品形式
多样，从鱼鸟花虫到各种场景、卡通人物，
尺寸从几厘米到几米应有尽有。

一幅幅优秀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都
是不易的。据崔锁莲回忆，当时为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需要在一
个星期里创作 2 幅作品。为了完成任
务，她连续熬夜 3天，最终按时完成了任
务。崔锁莲的爱人也默默支持着她，主

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好让崔锁莲专心
创作。“我并不觉得累，就是一心想着要
赶紧完成任务。

现在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
重视，崔锁莲也意识到布贴画需要与时
俱进。“之前布贴画都是传统的 16 寸大
小的，或者是做大画上面的，经过一些研
究，我们现在会做很多大小不固定的文
创产品，像一些冰箱贴、笔筒等，效果也
不错，年轻人很喜欢。”崔锁莲笑着说。
除了文创产品，在作画的布料上崔锁莲
也进行了一番研究，最终在和儿子的交
流研究后，崔锁莲母子创作出了用牛仔
布料制作的布贴画。通过牛仔布料的颜
色深浅，表现一些明暗调，能让作品更加

的立体。崔锁莲创作的牛仔布料作品
《爱》，通过牛仔布料的不同颜色来体现
鸟的羽毛纹路，使其更加生动形象。两
只白色的鸟依偎在树枝上寓意相亲相爱，
和谐美好。

随着崔锁莲对于布贴画技艺的深入
研究，她深知，优秀且古老的传统手工技
艺 需 要 让 更 多 的 人 来 了 解 ，来 传 承 。
2022 年，在市残联进行布贴画授课的时
候，看着积极面对生活的残疾人，他们很
热爱布贴画这一工艺，崔锁莲决定组织
成立一个布贴画团队，一方面为残疾人
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一方面也让布贴画
工艺传承下去。2022 年 8 月，非遗传承
手工艺品残疾人团队正式成立，目前团

队共有十几人，其中 8 个人已经出师。
团队成员宋女士表示：“很荣幸加入到传
承布贴画工艺的团队中，布贴画让我的
生活更加丰富，以后我会继续好好学习、
传承这一技艺，并且号召身边的人也来
了解学习。”崔锁莲经常会带着团队参加
各种公益性文化展演活动，致力于把这
一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
了解布贴画。

目前，内蒙古展览馆设置了专门的布
贴画展区，并聘请崔锁莲为固定讲师，定
期开展布贴画课堂，讲解布贴画技术。市
民纷纷慕名而来。在崔锁莲的努力下，越
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布贴画并对其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非遗+”让“老工艺”焕发新活力
——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艺项目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文 记者 王中宙 /图

崔锁莲：修修剪剪 妙“布”可言
●本报记者 苗青 实习记者 荣红红

本报讯（记者 耿欣）4月26日-27日，话剧《天边的草原》在
我市乌兰恰特大剧院精彩上演。

话剧《天边的草原》取材于锡林郭勒大草原，由内蒙古艺术
研究院乔轲编剧导演，由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出品及演出，首
演于 20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之际。本次展
演，是该话剧首次登上我市舞台，也是该话剧在西部计划志愿
者实施20周年之际的重新启幕，同时也是“天边草原乌拉盖走
进青城旅游宣传和招商引资周”活动的内容之一。

该话剧将现实主义叙事与写意美学相融合，用现实的草原
故事与直达人心的表演，讲述了一批批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
投身基层，让青春之花在祖国北疆绽放，最终成长为民族复兴
和国家崛起的重要力量。该作品是锡林郭勒盟“两个打造”重
点舞台剧目，先后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青年艺术创作
人才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滚动资助项目和成果运
用项目、内蒙古自治区 2021年度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多项荣
誉。

本次展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丰富了我市市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现场观众付媛说：“精彩的演出和跌宕起伏的故
事情节使我们深受感染，我们要向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青
春和汗水的志愿者致敬。”

本报讯 4月 21日，我区召开“读书在田野 写作在乡村——
内蒙古农牧民作家研评会”。会议由内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
文学馆、内蒙古作家协会承办。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作家代
表共聚一堂，对文学创作进行交流研讨。

各参会专家学者、文学编辑认真围绕我区农牧民作家作品
现象进行评论研究指导，提出真知灼见，助力农牧民作家在乡
村文化振兴的征途上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李悦）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公布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入围片单。记者了解到，由内蒙
古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影片《白塔之光》入选其中。

影片《白塔之光》讲述了独自生活的中年食评家谷文通在
工作中结识了年轻摄影师欧阳文慧。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谷文
通得知了自己失联40多年的父亲的下落。在欧阳文慧的鼓励
下，谷文通选择了面对自己的父亲，重拾了缺失已久的父子之
情。

本届入围“天坛奖”的片单，甄选出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
入围影片15部，既有新锐导演的长片首秀，又有颇具国际知名
度的导演携新作惊喜亮相。据悉，“天坛奖”入围影片将会在展
映中对公众开放。

话剧《天边的草原》
首次在我市展演

内蒙古农牧民作家研评会召开

内蒙古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白塔之光》
入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皮艺制作及展示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用新闻摄影照片全面记录2022年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大型中英双语画册《一起向未来》近日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画册由新华通讯社编，精选 246幅新华社记者拍摄的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新闻图片，分为“非凡盛会”“冬奥
瞬间”“圆梦冬奥”“冬残奥会”“护航冬奥”“开启冰雪运动新时
代”六个部分，全景直观展现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上的精
彩画面，运动员们在冰雪赛场上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感人场
景，从奖牌到场馆设计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冬奥会工
作人员与志愿者的用心奉献，以及当前我国冰雪产业发展、青
少年热情参与冰雪运动的蓬勃态势。

该画册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体育盛会的精彩缩
影，生动阐释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
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为了进一步“活化利用”博物馆资
源，助力我区文旅融合发展，本月起，内蒙古博物院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精选内蒙古国宝文物，推出金牌讲解员说文物活动，并
在内蒙古博物院抖音和微信视频号陆续推出。

内蒙古博物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浓缩了中国北方亿万
年生态变迁、几千年文明史话和当代内蒙古发展的一部“百科
全书”,作为自治区重要的文化窗口,其精美的文物和精彩的陈
列,吸引着各地观众参观打卡，成为区内外游客来内蒙古休闲旅
游的首选之地。

大型画册《一起向未来》出版发行

内蒙古博物院推出
金牌讲解员说文物活动

听非遗讲故事听非遗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