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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巳蛇年的脚步日益临近，

我市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浓浓的节日

气氛。一种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传

统手工艺——西秦刺绣，以其独特的

创意和浓郁的中国风，为即将到来的

蛇年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西秦刺绣，这一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

技艺，以其细腻的针法、精美的图案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人们的喜

爱。蛇年临近，全市各刺绣合作社的

绣娘们纷纷拿起针线，加班加点地

赶制着蛇年元素的布艺刺绣作品，

以期在蛇年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喜庆

和祝福。 

1 月 19 日，笔者走进千阳天秀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波正忙

着与宝鸡文理学院美术系的师生们

合作，共同创作研发一款名为“萌虎

巳蛇”的蛇年刺绣挂件。这款挂件巧

妙地将传统的虎头与蛇身子结合在

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造型。挂件内部

填充着香料和决明子，既可以挂在墙

上或车上作为装饰，也可以放在桌子

上当摆件。据陈波介绍，这款挂件的

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

蛇的尊崇和敬畏，同时结合了现代审

美元素，使其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

时尚感。这款挂件一经推出，就受到

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追捧。

此外，陈波还与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联合创作了一款名为“吉祥巳

宝”的文创蛇。这款文创蛇以何尊为

设计元素，将蛇的形象与青铜器的

纹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

特的艺术风格。据陈波介绍，这款文

创蛇分为深绿色的“乙青青”、大红

色的“巳铜铜”、小青色的“青宝”和

粉色的“铜宝”四个款式，寓意着一

家四口幸福美满，自 1 月 12 日开始

生产以来，就受到了广大游客的喜

爱和追捧。

与此同时，在千阳太阳鸟刺绣专

业合作社，西秦刺绣非遗项目市级传

承人李惠莲则正在精心制作一件名

为“蛇盘兔”的刺绣作品。只见她穿针

引线，一会儿便绣出了蛇和兔子的形

象。在她的巧手下，蛇和兔子仿佛被

赋予了生命一般。据李惠莲介绍，这

件“蛇盘兔”寓意辈辈富、必定富，是

她特意为蛇年创作的。

同样忙碌的还有西秦刺绣传承

人杨林转，她也特意为蛇年设计制

作了“蛇缠兔”的刺绣作品，只见一

条草绿色的蛇紧紧缠绕

着一只小白兔，形象

生动。此外，她还

制作了 50 多条

小蛇和一整套

十二生肖的刺

绣作品，以满

足不同顾客

的需求。

值 得 一

提的是，在千

阳县秀萍刺绣

专业合作社，西

秦刺绣传承人王秀

萍带领着绣娘们正在

赶制一批生肖主题西

秦刺绣作品。作品以传

统的生肖蛇形象为基础，结合西府

民俗风情和刺绣技艺，形成了独特

的艺术风格。

此外，在千阳金达莱刺绣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王海燕与绣娘们正

忙碌地穿梭在各式各样的布艺刺绣

之间。

在千阳县

水泉绣娘专业

合作社，62 岁的

绣娘周让俊以其独

特的“美女蛇”刺

绣作品吸引了众

多目光。她将人

首蛇身的形象巧妙地绣在了布料

上，并填充了丝绵和香料，使得这件

作品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实

用价值。

千阳县作为“西秦刺绣”的重要

传承地，在蛇年即将到来之际，通过

各个刺绣合作社和绣娘的共同努力，

创作出了一件件精美的蛇年刺绣作

品。这些作品将传统的西秦刺绣技艺

与现代审美元素相结合，不仅为即将

到来的春节增添了喜庆和祝福，也让

更多人了解到了西秦刺绣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春节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而社火

就是这狂欢中最具活力的一抹亮色。

随着农历乙巳蛇年临近，人们对独具

西府特色的非遗马勺脸谱的关注度也

越来越高。

“前不久，我带着最新创作的蛇元

素社火脸谱受邀去央

视，录制了将在大年

初二播出的节目《非

遗里的中国》。我现场

向观众介绍了宝鸡的社

火脸谱，也诚邀大家‘看中国，

来宝鸡’。相信节目播出后，宝鸡非遗

定能积聚更多人气，再火一把！”在位

于陈仓区的宝鸡社火博物馆里，宝鸡

社火脸谱绘制技艺省级传承人薛亚

兵，边说边向记者展示了这款贺岁脸

谱。只见脸谱的手柄处，一条蜿蜒爬行

的小蛇吐着芯子，蛇身上黑金相间的

花纹看起来颇有立体感，灵动极了。薛

亚兵说，这款贺岁脸谱的灵感来源于

国宝级青铜器何尊上的蛇纹，看起来

庄严而不呆板、肃穆而又灵动，颇受大

家的喜爱。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紫 禁 之

巅·亚岁迎祥——非遗对话展”开幕

式在北京景山公园观德殿举办。宝鸡

社火脸谱绘制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张星带着他的蛇年主题脸谱

等作品参加了展览。日前，在西安大唐

芙蓉园开办的非遗贺新春文化旅游

活动中，张星的作品再次受到热捧。

“非遗内涵深厚，传承人必须得会讲故

事，在一个个非遗故事里坚守传统、追

求创新，这些

故事也能吸引

更多人关注非

遗、保护非遗。”

张星说，在活动中，

不少外地大学生和游客

选购他的作品，并认真与他探讨关于

马勺脸谱的文化特色。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宝

鸡社火马勺脸谱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以及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祝愿。艺人们将优质的桐

木、柳木、桃木收集起来用作原材料，

经过开凿、修形、打磨、刮腻等工序，马

勺才能做好，而要呈现最后的脸谱图

案，还需通过抛光、沥粉、彩绘、勾金等

多种技艺融合，绘制在马勺上。马勺脸

谱的人物形象基本来自《封神演义》

《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等文学经

典中的人物，描线夸张、用色大胆，人

物形神具备、性格鲜明。极富民间特色

的马勺脸谱，享誉国内外。

“乙巳蛇年的主题脸谱，是我从

个人搜集整理的 3000 多张社火脸谱

中找到的蛇形象进行创作的。在古人

看来，蛇和龟一样，都是长寿的象征，

同时，蛇的形象颇似钱串子，因此，也

寓意财源滚滚。”张星告诉记者，他从

2024 年 10 月份起，利用一个月时间，

创作了 20余种蛇形象脸谱，有庄严武

威的青铜蛇，有红黑撞色的富贵蛇，有

金光闪闪的金蛇郎君……让人眼花缭

乱，啧啧称奇。

工艺好，自然不用愁销量。“年前

的销售还不错，这三天就有 8000多个

订单，有不少北京、上海、深圳的客户，

长期交往下来，客人都跟我成了老朋

友。”张星笑着说，喜欢传统非遗的人，

都对文化爱得深沉。

扶风县“80 后”社火脸谱代表性

传承人马亚峰，近期也在加班加点地

绘制着脸谱。作为年轻一代传承人，

马亚峰的作品更注重创新，且更贴近

生活。他创作的蛇元素马勺脸谱，采

用代表神秘、理性与成熟的蓝色绘制

长蛇，用红加粉勾勒线条，寓意一路

长虹；用绿色画嘴，代表欣欣向荣，万

物生机勃发；用金色画鼻子，表达人

们对美好的向往和追逐。“要让非遗

‘活’起来，就要有更年轻化的表达，

带给大家更深刻的体验。”马亚峰常

常受邀参加各类非遗展，他总是带上

简易的脸谱和颜料，画给游客看，也

让大家亲手画，“当传统非遗变得具

体化、生动化，触手可及，就能促使非

遗焕发出新活力。”

非遗刺绣贺岁：

穿针引线织春秋毛丽娜

巳巳如意宝鸡年
——乙巳蛇年文化贺岁特别策划报道之四

薛亚兵创作的贺岁脸谱

张星创作的红黑撞色蛇主题脸谱

马亚峰展示他的脸谱作品

李惠莲制作的“蛇盘兔”刺绣作品

刺绣作品“巳铜铜”

一组“吉祥巳宝”的蛇年刺绣挂件

社火马勺脸谱贺岁：

灵动笔触谱风华本报记者 罗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