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敏

李智茂，是位 1990年出生的第五代花
馍制作代表性传承人，自小跟随姥姥和母亲
学习手工花馍制作，在他心中，花馍早已超
越了食物的范畴。大学毕业后，李智茂虽在
国企有一份稳定工作，但为了传承家族花馍
手艺，他毅然辞职，全身心投入到花馍制作
中。近十年来，他不仅满足当地民众蒸面圈
等传统习俗需求，还针对寿宴、满月、百岁、
生日、升学、乔迁等不同生活场景，精心推出
相应的花馍款式，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
质和精神生活需求。

走进李智茂的工作室，以《哪吒之魔童
闹海》为灵感创作的花馍作品摆满桌面，仿

佛将电影中的奇幻世界具象化。瞧那一个
个哪吒花馍，堪称巧夺天工之作，大大的眼
睛黑白分明，透着灵动俏皮，好似下一秒就
要滴溜溜转动起来；眼眶线条细腻流畅，粉
色眼皮微微隆起，恰似电影里哪吒生动模样
的复刻；头上标志性的两个丸子头，毛骨朵
圆润饱满，根根发丝清晰可辨，俏皮地从丸
子头中翘起，仿佛在随风舞动；嘴角微微上
扬，自信的笑容恰到好处，仿佛正准备喊出
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在制作过程中，李智茂对细节的把控和
对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令人赞叹。这些花馍
颜色艳丽，均采用果蔬配色，黑色毛发用墨

鱼汁粉，红色源自红曲米，黄色取自大南瓜
或牛腿瓜，粉色来自仙人掌果粉，既贴近生
活又保证健康。口感上，他对传统花馍进行
升级，加入牛奶、鸡蛋和白糖，使花馍吃起来
蓬蓬松松、香甜可口，深受大人孩子喜爱。
李智茂感慨，制作这些造型虽因热爱而不觉
艰难，但确实耗时良久，这系列造型他用了
两天时间才完成，最终呈现出光亮如“水光
肌”的效果。其中最难的是对人物造型美感
的把握，眼睛、头发等各部分比例需搭配得
当，才能让人物栩栩如生。而热爱，始终是
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动力，看到一件件精致作
品诞生，李智茂内心满是喜悦与成就感。

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魏敏，同样完成
了吸引眼球的哪吒系列掐丝珐琅作品。
掐丝珐琅彩，也就是景泰蓝，早期专为宫
廷贵族服务。如今，魏敏尝试将其与现代
热门的哪吒系列相结合，期望让这一古老
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别样光彩。

魏敏的作品以金丝细致勾勒出哪吒
系列人物的轮廓，哪吒的混天绫飘逸灵
动，敖丙的龙鳞栩栩如生，太乙真人的道
袍褶皱分明，申公豹的神情跃然眼前。阳

光下，金丝闪烁，搭配上五彩斑斓的釉
料，每一个人物都仿佛被赋予了鲜活的生
命力。

在创作过程中，魏敏遇到了不少困
难。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现代动漫人
物的灵动与掐丝珐琅传统工艺的庄重相
融合。掐丝珐琅以往多应用于传统图案
与造型，其工艺特点决定了线条相对规
整、图案较为对称。而哪吒系列人物的
动作姿态充满活力与动感，比如哪吒舞

动混天绫时的流畅曲线，要通过金丝精
准勾勒并非易事。在表现敖丙的龙形姿
态时，既要体现龙的威严与灵动，又要符
合掐丝珐琅的工艺规范，魏敏反复试验了
多种掐丝手法和釉料配色才达到理想效
果。此外，色彩调配也是一大难题，既要
保留掐丝珐琅色彩丰富艳丽的传统特色，
又要契合动漫人物原本的色彩设定，经过
无数次调试，才让每一个角色的色彩都恰
到好处。

花馍：面团上呈现哪吒传奇

掐丝珐琅：金丝釉彩中勾勒出哪吒奇幻

崔霞

剪纸：纸间剪出哪吒风采

在一处充满艺术氛围的工作室里，
剪纸非遗传承人崔霞完成了以哪吒系列
人物为主题的剪纸创作。剪纸，这门流
传于民间的古老手艺，每逢佳节或喜庆
之日，便以各种生动的形象贴满门窗，为
生活增添喜庆氛围。崔霞希望借助“哪
吒热”这一契机，让更多年轻人领略剪纸
艺术的独特魅力，使这门手艺在新时代
得以传承不息。

崔 霞 的 剪 纸 作 品 总 能 令 人 眼 前 一
亮，她仅用一把剪刀、一张纸，便通过简
洁明快的线条，将哪吒的勇敢、敖丙的优
雅、太乙真人的诙谐、申公豹的复杂刻画
得入木三分。然而，创作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崔霞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将
动漫人物复杂的细节转化为简洁却富有
表现力的剪纸线条。此外，保持剪纸整
体的连贯性与完整性也是一大挑战，因

为剪纸是通过镂空来塑造形象，在表现
人物众多细节时，容易出现线条断裂或
部分图案脱落的情况，像太乙真人宽大的
道袍，上面的褶皱和装饰在剪纸过程中需
要精心设计线条走向，确保图案既丰富又
稳固。为解决类似问题，崔霞多次修改草
图，反复尝试不同的剪纸技巧，最终成功
将哪吒系列人物以完美的剪纸形式呈现
出来。

“哪吒热”引全民共创 内蒙古动漫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王璐 实习记者 赵江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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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传统技艺的奇幻跨界：当哪吒系列邂逅多样非遗
●本报记者 杨永刚 王劭凯 实习记者 郝旭杰 文/图

近期，爆款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不
仅让全球见证了国产动漫的高光时刻，也
将动漫行业推至大众视野的焦点。在内蒙
古，多所高校早已设置动漫相关专业，本土
动漫影视作品也曾成功“出圈”。内蒙古艺
术学院动画三维专业大三学生梁懿，因这
部影片对未来就业充满信心：“它让更多投
资商看到动漫产业的巨大潜力，对动画技
术人才需求增大，就业机会也相应变多，我
对未来充满期待。”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委会委员、
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动漫艺委会副主任、内蒙
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刘永平教授介
绍，内蒙古自治区动漫产业起步比较早，还
出过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动画电影，受到业内
认可与好评。2007年，动画电影《勇士》曾获
评第 26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据了解，这
部影片围绕蒙古族传统摔跤竞技项目“搏
克”展开，将先进三维动画技术与蒙古族传
统美术风格巧妙融合，画面色彩浓郁、兼具

精致与写意，成为具有浓厚蒙古族色彩和励
志精神的动画佳作，备受好评。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动漫电影中吸引
人的当属酷炫的特效了，而一部优秀动漫
作品的诞生，离不开整个动漫产业的协同
发展。刘永平教授表示，动漫产业是完整
的产业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培养编
剧、导演、技术、创意等领域的高素质人
才。他说：“动漫是一个宽泛的学科，目前，
内蒙古高校开设有动漫、数字媒体、影视制
作等专业，部分院校设有动漫产业园，这些
都是在为动漫产业培养高素质人才。”

除动画电影外，内蒙古、呼和浩特通过
举办动漫节、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全方位
助力动漫产业发展。2024年 12月，以“多
元共美成芳华”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民族
题材原创动漫作品大赛暨学术研讨会在
呼和浩特举办。内蒙古艺术学院新媒体
学院作为东道主，以赛事为契机，积极推
动院校合作与产教融合，与北京电影学院
动画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并与相关领域企
业签署校企合作协议，还聘请朱明健、李
剑平、黄向东、王亦飞 4位行业专家为客座
教授。

2025年伊始，内蒙古动漫产业喜讯频
传。1月3日，“北疆智韵”AIGC平台正式上
线，该平台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与科技

系联合内蒙古动漫学会等多所高校和单
位，依托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中央支持地
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内蒙古高校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与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在内蒙
古自治区人工智能学会支持下，为北疆文
化特色内容创作提供AI模型在线运行服务
平台，该平台将为内蒙古动漫产业提供强
大的智力支持和创新动力。

2024年，“智韵北疆”AIGC赋能内蒙古
动漫产业创新与发展研讨会暨2024内蒙古
动漫学会年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此次会议
汇聚了众多动漫领域及人工智能业内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共同就内蒙古动漫与人工
智能融合的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
深入探讨，旨在推动AIGC赋能动漫产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创新，加强产学研
用合作，提升区域动漫产业影响力。

人才培养、技术支持及举办赛事与研讨
会……一系列举措彰显内蒙古动漫产业发展
的蓬勃态势。刘永平教授表示，未来内蒙
古、呼和浩特动漫产业应将现代动画技术
与祖国北疆文化深度融合，草原风光、传统
服饰、民间传说、非遗文化等都是宝贵的创
作源泉。他说：“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创作
思路，既能提升作品辨识度，传播北疆文
化，又能增强大众文化自信，为动漫产业长
远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哪吒之魔童闹海》掀起的动漫热
潮，映照出呼和浩特动漫产业的蓬勃生
机，也为其未来发展点明了方向。要想
在动漫领域大放异彩，需聚焦本土文化
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实现弯道超车。

本土文化是呼和浩特动漫产业的
灵魂底色。广袤草原孕育的蒙古族文
化、丰富的民间传说、独特的非遗技艺，
都是得天独厚的创作“富矿”。从动画
电影《勇士》将蒙古族传统摔跤竞技“搏
克”与先进三维动画技术融合收获金鸡
奖认可，便可知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
市场潜力。未来，应深度挖掘这些资
源，让每一部作品都成为北疆文化的生
动注脚，以文化认同感吸引观众，在动
漫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科技创新则是动漫产业腾飞的强
劲引擎。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
AIGC等技术为动漫创作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变革。“北疆智韵”AIGC 平台的上
线，是呼和浩特动漫产业迈向智能化的
重要一步。借助这一平台，创作者能打
破技术壁垒，实现创意与效率的双重提
升。通过AI辅助生成角色、场景、特效，
不仅能大幅缩短创作周期，还能激发更
多奇思妙想，为动漫产业注入新活力。

呼和浩特动漫产业潜力无限，只要
紧握北疆文化与科技创新这两大法宝，
定能创作出兼具文化内涵与视觉震撼
的作品，推动产业迈向新高度，在动漫
世界留下独属于呼和浩特的深刻印
记。 （胡日恒）

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宏大叙事里，总有这样一

群手艺人，他们凭借着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与执着，用双

手为古老技艺注入全新的生命力。李智茂、崔霞与魏敏

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分别在花馍制作、剪纸与掐丝珐

琅领域，以哪吒系列形象塑造，演绎出传统与现代的奇

妙碰撞，开启文化传承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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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艺术学院学生梁懿实习期制作动画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生实践创作墙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