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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让经典代代

相传，并不断焕发绚丽光彩，始终是传承的要义。

过去的非遗，总是被贴上“古老、稀缺”的

标签。近日，记者采访到我市几名年轻非遗传

承人，一起去探寻当“老手艺”遇上“新匠人”，

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而这些“新鲜的血

液”输入古老的非遗，又将赋予传统文化怎样

的审美内涵？

匠心筑梦   非遗魅力尽显
我市 85 后剪纸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何伟

伟，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大城市就业机会，回

到老家凤翔区，拿起红纸，握紧剪刀，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清贫，只因对非遗剪纸的深度热爱。

他将非遗传承的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付

诸行动上。

何伟伟常常将剪纸作品发布在微信朋友

圈，倾听来自各界朋友的评价。他说：“点赞声音

多，但我更珍惜老师、朋友们给我提出的改进意

见，这些不同的声音促使我更加认真地思考，如

何以匠心铸精品。每年，我都会抽出时间到外地

参观学习，为自己的创作不断注入新的灵感。”

凤翔泥塑胡深世家第六代传人韩建斌出

生于 1991 年，自小就跟着外公胡深和母亲胡

小红学习泥塑。作为凤翔泥塑最年轻的一代传

承人，韩建斌创新了创作方式，变以前固有的

三分塑、七分彩为五分塑、五分彩，在汲取创作

元素中，也会根据年轻人的需求，更多融入可

爱、灵动的卡通元素。“这样泥塑的造型就更加

形象化，当然，也对塑像这一制作环节的要求

更高。”韩建斌说，平时他会花费大量时间查阅

相关资料，学习提高技艺，功夫下得深，制作出

来的泥塑才更有生命力。

出生于 1982 年的扶风人马亚峰，是陕西

省工艺美术大师、扶风县社火脸谱代表性传承

人。“全国社火脸谱中只有宝鸡有马勺脸谱，我

们的这一特色非遗要得到弘扬，必须在传承老

手艺的同时，不断进行改良，无论是创作理念，

还是色彩搭配，以及最终的应用市场，都需要

体现更大格局，更多人文气息。”

马亚峰是这样说的，他的作品也是这样呈

现的。文创作品《人文陕西，魅力宝鸡》选择陕

西西安、宝鸡、汉中、延安四个城市，以每个城

市最有代表性的旅游标志为马勺脸谱创作原

型，在图案绘制中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旅游标志

相结合，给传统民间艺术注入了现代旅游宣传

的活力，这组作品也成为陕西对外宣传旅游的

文创新名片。

非遗作品更多的是对家乡爱的表达。马亚

峰作品中不论是对“看中国，来宝鸡”宣传语的

融入，还是对人文始祖炎帝形象的绘制，抑或

是《携手抗疫，福佑长安》作品的创作，都体现

出非遗传承人用心用情关注生活、关注时代的

表达。

跨界融合  创作“活色生香”
非遗要焕发新的活力，需要连接现代生活。

“年轻”的表达方式，打破人们对非遗的刻板印象。

不论是剪纸，还是泥塑，有了冬奥会上的

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非遗的面孔就变得憨

态可掬；有了书签、钟表、小摆件，非遗的作用

就在生活中得到了放大。

近年来，马亚峰的创作开始更多地贴近生

活，作品《十二生肖马勺脸谱挂表》就是以十二

个手工绘制的十二生肖马勺脸谱为十二时辰，

外框制作成方形，寓意天圆地方。马勺上分别

绘制有十二个生肖脸谱，也象征人们对万物和

谐的美好期盼。而作品锅盖社火脸谱《五谷丰

登》则是以农村做饭用的大锅盖为原型，锅盖

上方绘制为粮仓和粮食，脸谱色彩艳丽，线条

流畅丰富，烟火气十足，表现出作物丰收的种

类多样丰富，同时也表达了人们期盼国泰民

安，五谷丰登的生活。

何伟伟坦言，非遗创作既要传承好老手艺，

也要关注当下社会生活变化。近年来，疫情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在抗疫中也涌现出

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何伟伟潜心创作出“青春有

我 战疫必胜”等剪纸作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

参与到抗疫中来。不仅如此，在丰富廉政文化

中，何伟伟还将传统文化与廉洁文化有效结合，

先后创作出《清廉是福》《清廉之花》《清廉之意》

《清廉之荷》等系列作品，提醒大家懂得取舍、常

思清廉，深受欢迎。

非遗“老物件”在年轻一代传承人的全

新设计下，华丽变身，不少新品在国潮之

风蔚然兴起的当下，以本土艺术文化

元素为导向的形象输出，俨然成为

时尚圈的风向标。“我们将凤翔

泥塑中传统挂虎形象体现在服

饰中，也是以跨界融合的创

新方式推广和传承凤翔泥

塑这一传统民间艺术。”韩

建斌说，别具一格的服饰

很受年轻人喜爱，这也极

大地激发了他继续投身

创作的激情。

流量扶持
非遗更能火“出圈”

8 月初，来自北京

科技大学的十余名学生

在凤翔剪纸传习所内，

认真倾听何伟伟关于剪

纸艺术的讲解，听完理论，

每个人还动手剪了一幅作

品，表达各自对党的二十大即

将召开的欢喜和期待。

临近开学季，不少学生和家

长来到市区及县区的非遗展示店，

选购剪纸、泥塑、文创等产品，它们有些

被带到北京上海，有些漂洋过海被带到国

外，成了友人间的赠礼佳品。

“这样极具我们民族特色、家乡特色的非遗

产品，非常受同学们的喜爱，把这些送给同学和

老师，让大家都来感受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在法国留学的凤翔籍学生张海露每年都会

选购非遗产品，带着非遗走出国门。她表示，喜欢

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以及国外友人非常多，希

望非遗创作更加时尚、更加有趣，也希望我们的

传统文化能得到进一步弘扬。

非遗宣传要深入人心，非遗创作也要

搭上文创、直播“快车”，才能让非遗真正

火“出圈”。

采访中，马亚峰、何伟伟和韩建斌

都表示，除了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

社区、进农村等宣传活动外，他们还

利用假期开展研学体验，让更多的学

生、年轻人了解非遗文化，体验非遗

创作。与此同时，他们的作品还乘上了

网络快车，吸引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马亚峰告诉记者，他经常在抖音、快

手、微信视频号中发布自己录制好的短视

频，这些视频都与社火脸谱有关，有的是绘

制过程，有的是成品展示，还有的是各类活动

的剪影和花絮。“我的短视频粉丝达到九万的时

候，就有一些商家跟我谈合作了，说要帮我把粉

丝数变现。”何伟伟说，他也会把剪纸流程制作

成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发布，当听到对方的合作

建议时，他立刻当场回绝，“录制短视频并发布

的初衷，是想让更多人看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从而带动更多人热爱它、保护它、传承它，人

人都做非遗文化的代言人。”

谈到如何更好地传承非遗，韩建斌颇有想

法，他说，接下来他将探索研究把泥塑工艺流

程进行分割并简化，“当一个完整的工艺流程

变成片段化，就可以降低学习泥塑的门槛，从

而吸引更多人参与泥塑创作。”他表示，除了在

制作工艺上大胆创新，还需要将原本口口相传

的泥塑文化进行汇总编辑，使其成为最有权威

性、学术性的研究材料。

当非遗“老手艺”遇上“新匠人”——

本报记者 罗琴

上图 ：马亚峰正在创作马勺脸谱
下图 ：何伟伟在工作室为前来研学体验的学

生教授剪纸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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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韩建斌正
在创作泥塑作品

过去做泥塑、做刺
绣、做剪纸等都是手工
艺人“讨生活的活计”，
如今在我市各县区的非
遗展厅观看那些精美的
手工艺品，大都巧夺天
工、技艺精湛，这与老一
代非遗传承人几十年专
注、持久的坚守，以及精
益求精、严谨细腻的品
质分不开，他们在创作
和传承过程中，都保持
着不急不躁、精细敬业
的“工匠精神”。现在他
们的生活日渐富足，在
拼搏数十年之后已经有
了一定的名望和成就，
面临着要把非遗“绝活”
传承下去的局面，而新
生一代的传承人不仅要

有创新意识，更应保
持老一代传承人的
“工匠精神”，才

能使非遗这项
老祖宗传下
来的文化行
稳致远。

“ 乡 土 本 色 ”的
“工匠精神”和工匠
技艺，是一种特殊的
“非遗”。民间工艺品
真正打动人心的，
是这些作品反射出
的非遗传承人一生
不懈追求完美作品
的精神内核。从本质
上讲，工匠文化的精
神核心，是他们内在

的生命归宿及对自我
行为、自己作品的肯定。

所以，当他们能够自信地
展示地方风味浓郁的作品

时，也就是他们对这方水土、
这方生命文化谱系的回报。年

轻传承人在作品创新的同时，要
不忘尽情展示西府乡土文化的独特
和魅力，才能更容易被市场识别和
关注。

传承人及传承人群体的文化
自觉和自信，是“非遗”薪火相传的
根基。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投身非遗
技艺的钻研，推陈出新，就必须要
与当代文化紧密结合，从现代人的
审美入手，使传统技艺顺应市场需
求，让传承人能真正靠手艺生存下
去，并让“非遗”传承人成为社会中
传播“非遗”的火种。没有继承，就
没有发展，没有年轻一代投入到“非
遗”事业中，就没有“非遗”的历久
弥新。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关注“非
遗”、尊重“非遗”传承人的公众意
识，是唤起“非遗”传承人文化自信
的有效途径。

非遗传承人的小微“传习所”，
是坚持发扬“工匠精神”的场地。我
市的传承人创立了不少小微“非遗”
工作室、家庭作坊、传承基地等，政
府为了扶持非遗传承人继承、发扬
民间手工艺，也给予了各种扶持政
策和资金，使其能健康稳步发展并

带来一定经济效益。那么，市场的
筛选就要求传承人更要一丝不

苟地创作、创新，用“工匠精
神”打造每一件非遗作品，
让有经济头脑的人看到其
中巨大的创意空间，使脱
胎于“非遗”的中国风、西
府风系列创意产品更接
地气，用现代语言更好地
表达非遗内容，有利于“非

遗”在现代社会以新的面
貌留存与发展，有利于保持

“非遗”艺术精髓的同时实现
它的创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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