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 5 月 ，庆

阳香包绣制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2017

年，“正宁香包绣制”

被省政府列入第四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保

护 、传承好香包绣制

这项珍贵非物质文化

遗产，对于弘扬民族

精 神 、传 承 中 华 文

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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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视点

针与剪、桑与棉、丝与线、布与绸、

织与绣，交织成一曲跌宕起伏的农耕

文明之歌。香包传精神之道，绣生活

之衣，蕴生态之善，扬文化之魂，创工

艺之美，表心灵之意。庆阳香包的人

文蕴含丰厚，是人生成长的亲情陪伴、

世代传承的生活艺术，其所传承的北

地豳风文化源远流长，寄托的吉祥寓

意一脉相承，和当地的端午民俗水乳

交融，构成了丰富的传承保护谱系。

香包源自刺绣服饰，围绕着美化

生 活 的 目 的 ，形 成 了 丰 富 的 艺 术 体

系。原生态的庆阳香包，反映着陇东

黄土高原的生态之善，其内在的传承

谱系和发展脉络，包含着数代人传承

庆阳香包的艺术经验。多年来，在学

术研究传承、教育教学传承和艺术再

造、文学传播等方面，庆阳香包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香包隐含的文化魂魄，生

动地体现在保护成就里。

探求香包蕴含的精神之道、文明

之真、生态之善，有助于我们认识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规律。

庆阳香包的人文背景

庆阳市位于子午岭与六盘山脉之

间。庆阳香包是陇东文化的区域性产

品 ，它 的 区 域 界 限 具 有 移 动 性 、模 糊

性 ，与 周 边 区 域 具 有 宽 阔 的 过 渡 地

带。陇东泾水中上游河谷山原，处于

丝绸之路东段支线回中道、灵州道、夏

州道上，具有重要的经济、军事与文化

地位。

“惟蚕之原，伊驷有星。”清代《豳

风正义》一书记载的蚕神祷文，犹在黄

土高原回荡。先蚕是古代教民育蚕之

神，就是蚕娘娘；先农是古代教民稼穑

的耕种之神，就是后稷。传说轩辕黄

帝的后妃嫘祖发明了养蚕抽丝、制作

衣裳，泽被后世子孙，被尊为“蚕神”。

陇东和关中一带，泾渭流域祭祀农神

和蚕神常常并重，成为香包绣制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话崇拜。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播粮养蚕缫

丝 种 棉 ，形 成 农 耕 文 明 里 的 桑 教 传

统。《易经》曰：“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在距今 5000 多年的庆阳南佐遗址，挖

掘出土了许多骨针，小小的陶人也身

着掩襟衣服。先秦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执

懿 筐 ，遵 彼 微 行 。 爰 求 柔 桑 ，春 日 迟

迟”，这说明古代豳地就已养蚕。

棉花作为外来物传入中华。凡棉

布 ，寸 土 皆 有 ，陇 东 亦 然 ；凡 棉 布 御

寒，贵贱同之，家家如是。春种秋花，

洁 白 如 雪 ；冬 纺 春 织 ，过 去 黄 土 高 原

布机村村皆有，剪裁得体，绣花布上，

于 是 有 了 鞋 垫 、耳 套 、虎 头 帽 、虎 头

鞋 、肚 兜 、旱 烟 袋 、针 扎 、云 领 子 、围

脖、盖头等。

追溯香包的历史，须与桑棉种植

和纺织刺绣的历史结合，放在全省以

至整个丝路文明的大背景下去了解。

在庆阳华池县双塔寺发现一只保存完

好、色艳如新的金代香包，距今约 800

年。也有专家认为是一个刺绣的小手

袋，乃装伴手之物，庆阳人称之为“千

岁香包”。

做绌、插艾、驱毒，过端午节是庆

阳香包的民俗依托。北地豳风农耕文

化 源 远 流 长 ，端 午 民 俗 浓 郁 ，香 包 是

端午节佩戴的布艺玩偶。端午节小孩

都佩戴各种布制龙、盘蛇、青蛙、八卦

镜 、驱 五 毒 布 制 簸 箕 ，穿 上 绣 有 各 种

图腾纹样的背夹，娃娃肩上左右缀有

布老虎，表示对端午的祭祀与庆祝。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先秦古籍《夏

小 正》中 记 载 ：“ 此 日 蓄 药 ，以 蠲 除 毒

气。”五月初五这天要准备草药以祛除

毒气。南北朝《荆楚岁时记》记载“采

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庆

阳也是这样。

《天工开物》云：“天孙机杼，传巧

人间。”端午节儿童佩挂的布艺“耍活

子”的绣作，是对女孩手艺的训练。端

午节这天，妇女回娘家探亲，外婆给外

孙赠送佩挂的吉祥物，孩子们在这一

天满脸洋溢着喜悦。

一 方 水 土 赋 予 了 庆 阳 妇 女 智 慧

的 大 脑 和 灵 巧 的 双 手 ，她 们 口 传 心

授 ，不 断 创 新 发 展 ，创 造 出 了 具 有 礼

仪佩戴、装饰审美、定情馈赠、生活实

用 等 功 用 的 香 包 工 艺 品 。 香 包 的 艺

术 美 感 深 深 根 植 于 庆 阳 这 块 古 老 的

土 地 ，吸 纳 着 高 天 厚 土 、蓝 天 白 云 的

陇东风情。

庆阳香包的文化内涵

陇东香包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

表着当地人的宇宙观、美学观、情感气

质、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隐藏着庞博

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

彩体系。

庆阳和陕北、晋西北一样都是这

样的原生态民间文化的福地。庆阳的

民间艺术珍品，是研究中国古代先民

意识观念的一面镜子，香包刺绣艺人

将许多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通过香包

叙述着。

庆 阳 香 包 的 生 命 意 识 由 人 生 礼

俗、岁时风俗体系构成。一是民间长

期形成的人生礼俗，如婚嫁、祈子、祝

寿、丧葬、祭祖等；二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相关岁时风俗，如春节、端午节、乞

巧节等。围绕这两大体系，构成了庆

阳香包等民间刺绣服饰生产的机制。

人的生存、生殖崇拜和生命存在意识，

都渗透在这两个风俗中，形成双轨并

重的循环。其性质属于民俗美术，审

美 与 教 化 功 能 兼 具 ，还 具 有 占 验 、祭

祀、道德等文化功能，如香包图像中的

青蛙、蜈蚣、蝎子、壁虎、蛇、鱼、莲、笙

等 ，被 组 合 绣 制 于 不 同 衣 饰 的 装 饰

中。其艺术创造的原始底蕴，如今依

然是非常活跃的文化创新因子，具有

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庆 阳 香 包 里 的 抓 髻 娃 娃 和 生 命

树 ，呈 现 出 香 包 文 化 结 构 的 多 层 次

性 ，包 含 着 生 殖 崇 拜 的 文 化 象 征 ，蕴

含人生成长的亲情陪伴，具有儒家伦

理熏陶的艺术气韵。生命树系列的造

型有生命树、生命花、生命果；生命树

与抓髻娃娃结合又衍生出许多创意图

符。葫芦、蛇、蛙，伏羲、女娲、王母娘

娘等形象也是庆阳原生态香包里古老

的图样。

十二生肖系列还是庆阳香包里的

生命保护神，不同的生肖构成了不同

的民间叙事，生生不息。

庆阳香包的传承经验

庆阳香包的艺术传承，民间刺绣

能手是主要的创造群体，这一群体中

艺术大师层出不穷，形成了代代相传

的传承谱系。周秦关陇的民间刺绣艺

术，承古代民俗事象，又与原生态的里

巷歌谣遥相呼应。

这些民间的艺术图像，是无声的

抒情歌谣，连绵不断的人生叙事，是系

统的艺术语言，是儒家教育、农耕文明

和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诸如莲

花、鱼儿，寓意对婚姻的期待；而信插、

笔插又在表白信守的坚贞，年年月月

不离弃。

教子劝夫，鸿雁传书，知书达礼。

香包艺术体系的整体传承，其核心就

是对生命本质的理解、赞颂，贯穿生老

病死的全过程，传达爱情、亲情、友情，

抒发喜怒哀乐的心灵密语，宣示仁义

礼智信的道德经纶。

庆阳妇女大多从小就学女红，善

于 以 针 线 随 心 所 欲 地 寄 托 自 己 的 感

情，作品纯净利落，走线匀称，布局妥

帖优美，我们从一件件刺绣香包，能够

进入她们的艺术境界，理解她们纯净

的心灵世界，体验她们丰富细腻的生

命力量。她们的许多作品，描绘的是

宇宙世界，在自然与心灵的赞歌之中，

歌唱着生命的美好。或许，没有她们

的坚持，刺绣的技艺就断代了，没有她

们的坚守，香包及其文化形态就不会

欣欣向荣地展示于世人。

21 世纪以来，她们的艺术创造，为

传承发展庆阳香包绣制这一极其珍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同年龄段的民间刺绣艺术家，呈现

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色，最主

要的贡献是保护了刺绣艺术与相关民

俗生活里的思维模式、文化惯性、心理

机制、人道精神。

锦绣田园，荷包飘香。作为一种

历经数千年漫长历史而经久不衰的民

俗文化奇葩，如今更加生机盎然、蓬勃

发展。

（本文作者系西安外事学院人文

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舞 台 美 术 来 源 于 戏 剧 艺 术 。

戏剧中的舞台美术是一个综合体，

包括了舞台布景、道具、服装、化

妆、灯光、音响效果等多种要素。

把文字形象转化为舞台视觉形象，

营造舞台气氛，构建演出空间，这

是舞台美术创作的重要任务。

随着一些新理念、新技术、新

材 料 的 运 用 ，当 代 舞 台 美 术 不 再

完全依赖于绘画手段。新材料取

代 了 传 统 布 景 方 法 ，以 独 特 的 质

感和肌理，直接与观众见面，各种

投 影、多 媒 体 技 术 的 运 用 使 戏 剧

演 出 形 式 更 加 活 跃 、富 于 变 化 。

观众正是通过各种场景所给予的

视觉信息，激发想象，加强演出与

观众的互动。

舞台美术在表现形式、技术理

念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

舞台美术以舞台为载体，推动剧情

的发展，展现时空变化。如今，随

着沉浸式演出、实景演出、体验演

出、探索类建筑非剧场演出等演出

形式的出现，舞台美术逐步从幕后

走到“台前”。

“黄土山上黄土塬，一眼望去

望 不 到 边 ……”歌 剧《呼 儿 嘿 哟》

中，有陇东特定的地貌、独特的窑

洞样式、勤劳质朴的人民、鲜明的

红 色 印 记 ，如 何 将 这 些 场 景 搬 上

舞 台 ，从 而 在 这 片 广 袤 土 地 上 展

现 军 民 鱼 水 情 ，是 我 创 作 之 初 脑

海中不断思考的问题。经过舞美

创作团队前往南梁实地探访和采

风，《呼儿嘿哟》最终以民族歌剧

基 调 为 基 础 ，舞 美 呈 现 虚 实 结

合。舞美创作团队通过几组悬挂

的 山 体 硬 景 打 破 舞 台 结 构 ，切 割

和 营 造 不 同 的 场 景 变 化 ，增 强 舞

台画面的层次。虽然山体硬景制

作 体 量 和 尺 寸 很 大 ，但 却 是 一 种

写意和虚化的表现方式。

在歌剧《不遥远的胡麻岭》的

舞美创作中，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舞

台的呈现样式，如何展现工地、隧

道、胡麻山岭、时空交替，人物的情

感和内心，建设者的艰辛和坚守，

体现当代建设者的愚公精神和大

国工匠精神？通过前后两次在胡

麻岭隧道和天庄高速深坷隧道建

设现场实地体验，近距离感受隧道

施工混凝土浇筑时的震动和轰鸣，

观察建设者在深邃幽暗潮湿的隧

道中的工作，以及建设者们的“九

宫格作业法”中，我找到了舞台的

表现方式，在舞台上做出三组可移

动 结 构 ，通 过 移 位 组 合 来 完 成 工

地、隧道掌子面、宿舍以及生活场

景的转换，而舞台中区做两组圆弧

截面硬景来展现出隧道环境，延伸

舞台的深邃感。

舞美设计的成功之路，就是不

断探索之路，从传统的戏曲布景到

现代的舞美创意，人们的思想观念

和欣赏水平一直在变化。因此，舞

台美术工作者们需要不断更新和

掌 握 新 的 知 识 技 能 ，不 断 开 拓 创

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舞台科技

化发展的需要，创作出更多绚烂多

彩的舞台美术作品。

□ 胡文纪

舞美设计的创意与呈现

山 水 人 文 入 歌 来 ，如 意 甘 肃

美名扬。11 月 9 日，由省文旅厅、

省文联主办的“把甘肃唱给你听”

2023 甘肃文旅“十佳”歌曲大赛复

赛 在 兰 州 举 行 。 经 过 专 家 组 评

审，综合网络播放数据，《铜奔马》

《我画个甘肃给你看下》《月下少

年》《烟雨云屏》《陇风来》等 30 首

原创歌曲从 100 首入围歌曲中脱

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

自 9 月 25 日大赛启动以来，

主办方共收到了来自省内 14 个市

州文旅局和省内外文艺团体、高

校和音乐人的参赛歌曲 810 首，其

中原创歌曲 790 首，全网总播放量

达 3.67 亿次。

此 次 歌 曲 大 赛 ，是 省 内 音 乐

人以歌声宣传家乡、推动艺术创

作、助力文旅产业发展的盛大聚

会。活动开启以来，在全省各级

文旅部门的组织下，省内音乐人

把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化作一首

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汇聚成动听

澎湃的音乐之河，共同唱响“如意

甘肃”的恢宏乐章。本次参赛曲

目的音乐人，既有成名已久的歌

坛唱将，也有初试锋芒的音乐新

秀。他们用不同的声音和旋律，

传颂甘肃千姿百态的历史文化、

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社会面貌、

美食娱乐，把陇原山川之美、人文

之美、现代之美用歌声传唱出来、

用词曲表达出来。

本次大赛涌现出了一批具有

时代特色、创作风格多元、艺术形

式丰富的原创音乐精品，作品内

容、创作风格呈现出丰富多样和多

元化的特点，既有美声、民歌、流

行、民谣、摇滚等不同音乐形式，也

有独唱、二重唱、三重唱和合唱等

演唱形式，精心拍摄制作的视频画

面更是增添了音乐的感染力。甘

肃丰富多彩的山川美景、多元文

化、民俗风情随歌入心。

□ 高 婕 罗 莎

如意甘肃 随歌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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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庆阳香包展上选购头饰 陈 飞

《四季平安》绣件 魏锋征 庆阳动物主题香包 秦彦慧

庆阳香包—虎头枕 秦彦慧

庆阳金达莱香包刺绣有限公司绣娘绣制香包 盘小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