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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年轻人为何
喜爱“新中式”

●土土绒

微
雕
：在

纤
毫
之
间
刻
出
精
妙
绝
技

●
本
报
实
习
记
者

刘
艳
霞
文/

图

在三石雕刻工作室，微雕第四代非遗传承人杨磊正神情专注地制作一件
蒙古马的微雕作品，他拿起刻刀，将雕件托于掌中，再置于台上，凝神聚力，对
作品每个细节的轻重缓急都胸有成竹。在刻刀所及之处，尽显舒展流畅，线
条飘逸洒脱，起落之间，刀法遒劲有力、干脆利索，点睛之笔更是恰到好处，最
终一气呵成。

杨磊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对雕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父亲在灯下
忙碌时，他总是好奇地站在一旁，仔细观察父亲的每一个动作，尝试着模仿父
亲的手法。上学时，他开始尝试在同学的钢笔上雕刻龙、凤图案，深受同学们
的喜爱，这也让他颇有成就感，从此迷上了微雕。

“微雕，是一种以微小精细见长的雕刻技法。”杨磊说，微雕采用手刀、自
制工具、牙机等雕刻工具，在牙、角、骨、木、竹核等材料上进行雕刻创作。雕
刻技法采用浮雕、圆雕及镂空雕等技法，塑造传统人物、印章、吉祥纹饰、地域
文化元素等。

“小是技术，好才是艺术。”在杨磊看来，作品里的一刀一刻皆注入智慧、
汗水和精湛的技艺。他创作的作品有《风中的额吉》《草原上的旋律》《盗仙
丹》《笑口常开》等。为了让更多人知晓家乡的历史文化，他还创作了呼和浩
特美食系列作品，有《羊杂碎》《莜面》《焙子》等。

其中，杨磊的巅峰之作《风中的额吉》，将蒙古包、勒勒车、额吉、小狗等栩
栩如生地雕刻在一枚小小的橄榄核上。老阿妈的面部虽然只有小米粒的三
分之二大小，但人物的面部神态都看得清清楚楚。

微雕创作是一个漫长、枯燥、细致的过程，杨磊却凭借满腔热忱，在不断
挑战自我的路上越走越远，获得“中国微雕艺术大师”“百匠名师”等荣誉。他
的核雕作品《草原旋律》（挂件）荣获首届“叔远杯”当代核雕精品大赛金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仅要保存古老的技艺，
更要让这些技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活力，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近年
来，杨磊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设计研发文创产品，将现代元素与传统文化工艺
巧妙融合，不仅传承了工艺的精髓，更迎合了年轻一代的审美需求，使传统文
化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新的光彩。

如今，杨磊还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他以三石雕刻工
作室为阵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微雕艺术人才。此外，三石雕刻工作室还经
常举办公益讲座，为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讲解、传播微雕知识和中华文化。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希望通过微雕艺术以及各类精
美的作品，传播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优秀文化的独
特魅力。”杨磊说，未来，他将继续在微雕世界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

微雕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最为精细微小的一种工艺品，微雕艺术是集中国

文化精华的袖珍艺术品，是雕刻技法的一门分支，为微观雕一个门派，微雕一般指

微细的圆雕、浮雕和透雕（镂空雕）等，微雕甚至可以在米粒大小的象牙片、竹片、

橄榄核上进行雕刻。其作品要用放大镜方能观看清楚，故被历代称之为“绝技”。

微雕雕刻出的是精微细小的立体画面，是一种富有立体感的阳雕微观雕刻艺

术。最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微型雕刻，萧艾的《甲骨文史记》记载：甲骨文刻的

技巧十分精妙……小的细如芝麻，或峭拔苍劲，或秀丽多姿。凭借其独特的工艺

和精美的造型，2024年，微雕入选呼和浩特市第九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只传统沙燕风筝，
采用蓝白配色，图案由50余只蝙蝠构成，寓
意多子多福……”赛罕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副秘书长尹建国正在工作台前细致地给风
筝上色。

据了解，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在北方被称作“纸鸢”，在南方被称
作“鹞子”，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
风筝不仅仅是一种玩具，更承载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美好的寓意。风筝象征着健康
长寿，寄托了人们对家人健康幸福的祝
福。从古代开始，风筝就深受人们的喜爱，
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的文化内涵在不断丰富。除了幸福
安康的寓意外，风筝还代表着福寿双全和
龙凤呈祥，这些寓意虽然朴实，却深深植根
于人们的心中。

尹建国从小就对风筝有着浓厚的兴
趣，他多年来潜心钻研风筝制作技艺，以匠
心精神的坚守与突破，在丝线的牵引中放
飞文化传承的梦想。

在尹建国的工作室屋顶，一只精致灵
动的中华龙风筝格外引人注目，龙头昂扬
向上，龙身长达40米，展现出龙腾四海的壮
丽姿态。他为制作这只风筝倾注了整整 3
个月的心血。

尹建国向记者介绍，一只风筝的诞
生，需历经构思、选材、削条、扎制、裁剪、
裱糊、彩绘、试飞等 10余道工序。首要步
骤是构思框架，无论是栩栩如生的雄鹰青
鸟，还是精雕细琢的仙子牧童，都需先在
图纸上勾勒出大致轮廓。选材同样严谨，
竹子是制作风筝骨架的关键材料，最好选
用壁厚约 3到 5毫米、生长 5年以上的竹子
削制成竹片，利用竹片的韧性构建风筝的
骨架。最重要的是，需具备一定的绘画技
艺，才能将风筝的主题创意生动
地呈现于纸上。

“制作风筝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让我
收获颇丰。它能让人抛去浮躁、平心静气，
在桌前劈竹勾线，不知不觉间，时间便悄然
流逝。”尹建国说。

对尹建国而言，风筝已经成为他生活
的一部分。他用20多年的时间研究与制作
各类传统风筝，包括硬翅类、软翅类、板子
类、立体类、动态类及各种串类风筝，尤其
擅长扎制“盘鹰”风筝。近年来，他亲手扎
制的风筝数量已达300余只，展现了他作为
传统手艺人的坚韧与执着。

“风筝是追求美好、祈求幸福的中华文

化符号，我们应该把古老的技艺保留下来，
并融入新元素，将其形象化、色彩化、艺术
化呈现。因此，我也在不断地学习，争取创
作出更多既保留传统风筝美感，又能受到
年轻人喜爱的风筝。”尹建国说。

春节期间，尹建国许下了对于风筝制
作最质朴的愿望：“做风筝、放风筝融合了
手工、美术、科学、运动以及亲近自然等元
素，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参与。希望未来能
有更多热爱风筝的年轻人与小朋友加入，
共同守护这份传统技艺，传承它所承载的
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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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美学风格还是生活方式，近年来，“新中
式”都备受年轻人喜爱。如今的“新中式”，早已不限于
穿搭、饮食、美妆等领域，而是广泛延伸、不断出新，一次
次掀起“出圈”热潮。

“新中式”价值内核没变，形式却在不断变化。从穿
汉服、化唐妆、围炉煮茶，到练八段锦、品中式茶饮、打卡
古建筑，年轻人从这些活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正如有媒体总结的，“新中式”不止停留在物
质生活层面，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在“新中式”风潮的浸
润中日渐丰盈。

“万物皆可‘新中式’”，网络流行语折射出“新中式”
文化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扩大的过程，也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中外新元素、不断结合现代新技术
的过程。例如，这两年爆火的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
栈》，就是将传统越剧与现代小剧场模式相结合。打破
舞台演出的“第四堵墙”，让观众置身戏剧场景中，与戏
剧剧情形成“时空同步”，这种创新深受观众喜爱。

由此可见，在“新中式”流行的过程中，“新”和“中
式”一个都不能少。归根结底，文化的发展需要内在生
命力的推动。激发内在生命力，关键在于在充分吸收优
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换言之，“新中式”的“新”，是更新，也是创新；是温
故知新，也是吐故纳新。其中，现代科技的助力就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重要因素。2024年，《黑神
话：悟空》成为游戏领域的现象级产品，获得多项大
奖。对此，主创团队坦言：产品的成功得益于科技创新
和技术进步的强劲赋能，也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厚滋养。“科技+文化”，取得了“1+1>2”的效果。
这正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的一个有益
尝试。

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不断孕育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让富有时代精神的文
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能推动更多“新中式”深入
人心，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丰厚的文化滋养。

（据《人民日报》）

尹建国在制作风筝

【盗仙丹】 【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