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拼布艺术范畴的多样性

狭义的香包，古代叫容臭、香袋、香囊等，民

间还俗称荷包、耍货子、绌绌。这些称谓各有特

指，又互相交叉，并不统一。在“庆阳香包”这个

概念里，明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香包

包括了各类民间刺绣、布艺工艺品。将各种形

状的小片织物按照特定的几何规律与审美情趣

拼缝在一起的工艺，叫拼布。这种拼布工艺历

史悠久，是人们为了防寒而缝制的。中国民间

将拼布称作“百衲”“衲”，是补缀的意思，“百”指

很多。即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就叫

“百衲”。

庆阳香包里有大量的拼布作品，如果局限

于狭义的香包，则会排斥很多民间布艺创作的

类型——比如门帘。也就是说，香包既是绣出

来的，也是拼贴出来的。

拼布艺术的传承性

拼布，在穿着打扮的实用艺术里蕴藏着深

厚的文化积淀。拼布艺术不只是节日的装饰、

庆祝时辰的打扮，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庆阳南佐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有不少拼图

式样的集合图案，包括石斧、石刀、纺轮、骨笄、匕、

镞、针等生产工具。陶器通常在宽沿盆内彩绘各

种图案。纹饰多为横篮纹和绳纹，有少量为方格

纹。陶色以红色为主，其次为灰色和少量黑色。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纺轮、机刀、骨针和纺织

物的残片。河姆渡出土的陶器，有猪纹方钵、鱼藻

纹陶盆、稻穗猪纹陶钵、鸟形陶盉等造型丰富的生

活用品。这些图式被后来的其他工艺传承了下来。

拼布艺术的创造性

剪纸、拼布、刺绣、缝纫，是综合运用手工艺

术的不同工序。它们互相配合，积累了大量丰

富的民间艺术图式。这些图式既有传承，又有

创新。其装饰性源于民间工艺的审美设计。在

民间文艺和非遗研究的工作中，研究者非常重

视民间图样的搜集整理，逐渐形成了一个丰富

的陇东民间艺术系列。

在这些图样里，陇东八旬老人田秀茂绘制

的民艺图样是珍贵而独特的一组。珍贵之处在

于，他的图样不仅来源于自己对民间艺术的田

野调查，也来源于自己的阅读研习，他把两个方

面结合起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设计、再绘

制。如他设计的针葫芦作品。针葫芦是拼合的

艺术，又叫针扎子、针扎扎，是插针用的刺绣品，

多以盈手可握为好，是妇女做女红常用的物品，

多以布和棉花为料，在其上绣花而成。过去鞋

子、衣服都是妇女手工一针一线做的，针葫芦天

天不离手，走到哪儿就把针葫芦带到哪儿。

千百年来，人们以针扎这种特殊的物件积

累了丰富的文化符号和美术图式。之所以叫针

葫芦，是因为针扎子造型与葫芦相似。“葫芦”由

相同的两部分联结而成一个整体，寓意齐心协

力，家庭才能幸福美满。

针扎儿上有盖，要用几层布做成硬背子，绣

上花，针扎盖保护针不掉落，不扎人皮肤；针扎

芯要绵软，针头竖扎其上，有吸附力，外露的部

分做成各种民间艺术造型，很是美观好看——

这是民间手工艺术的智慧，有它的科学原理。

我观陇东庆阳的针扎，是从儿时开始的，奶

奶、外婆、妈妈以及村里的妇女，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一个或几个针扎，老奶奶常常把彩色的针

扎挂在掩襟衣服的左侧胸前，和老爷爷绣花的

旱烟袋相映生辉。“葫芦”谐音“福禄”，以彩色

的布葫芦作为衣物的佩饰，也是基于这种民俗

寓意。

在女红的民俗里，在有的人家，针葫芦的手

提线也要由红白两根线缠在一起做成，底袋内，

奶奶、妈妈会把自己梳落的头发填充在里面，因

为 针 插 在 饱 满 的 头 发 上 ，时 间 长 了 也 不 会 生

锈。我心里很是感动，想起“临行密密缝，意恐

迟迟归”的古诗，想起那逝去的岁月里，亲人的

青丝和白发，这亘古的爱，亘古的温暖，绵绵不

息，正是由一根针、一盏灯、一根线传承下来的。

拼布艺术的象征性

原生态的传统拼布艺术传承着中华文化的

象征艺术密码。黄土高原的原生态民间拼布保

留了中华文化装饰纹样的起源，陇东与陕北一

带的拼布可以作为例证。

我国原生态拼布文化在黄土高原黄河中游

地区极为繁盛。对于现在依然存在于黄土高原

黄河中游的民间布艺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彩

陶、彩绘陶的传承关系，学者们探讨已多，但却

没有单独就拼布类的艺术造型与陶器图纹做系

统的比较研究，这就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田野

考察与考古实物对比探讨了。

象征是其重要的创作方法，比如，北方民间

拼布里最常见的抓髻娃娃，有各种变型，在绣

枕、绣片中常见。

抓髻娃娃是非常独特的民间艺术图式，其

中心在关陇一带，无论是人形娃娃，还是老虎、

青蛙、螃蟹都是生命的保护神。这些拼布作品，

自由天真，神秘灵气，童心洋溢，随心所欲，大胆

夸张，有深厚的信念，有丰富的想象。它们构成

了一个原始的也是原生态的与地下文物相互印

证的文化系统，由黄土高原向中华大地辐射，构

成一个完整的文化脉络。

拼布艺术的叙事性

民俗生活里的拼布服饰多种多样。拼布作

为传统民间文化的一种技艺，也属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一部分。首先拼布是刺绣的工序之一，用

较大的色彩图案不同的布块拼贴成底图，再在上

面刺绣。同时拼布也是制作衣物、刺绣布类作品

的一个独特的类型，它又可从刺绣和服装制作技

艺里面区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来看待。

北方黄土高原，陕甘宁晋一带，采用这种艺

术缝制刺绣的衣物饰品有拼布艺术的鲜明特

征，具有浮雕效果。其具体做法是将贴填绣画

相结合，有人叫做拼贴浮雕绣，在肚兜、枕顶等

的制作中这种技艺采用最多。因为多是整体设

计，分部件制作，然后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在布上，所以叫“逗”，“逗”是秦陇方言，就是手

指把不同部件小心拼合在一起组成图案的动

作，因为布片小，要小心仔细，轻轻拼合，所以

会“逗裹兜”“逗夹袄”的媳妇，就是心灵手巧的

人，说一个女性会“逗”，就是对她的女红技艺

的认可。

逗（拼）的艺术，包括了剪形、贴布、折沿、绣

边、填棉、绘画等工序，在完成过程中，巧妙组合

出不同的自然情景、人物故事。这样的技艺是

很古老的，代代相传，老年妇女掌握的图式较

多，现在年轻人会的已经很少了。用这样的技

艺制作的主要有百家衣、儿童斗篷、门帘、童帽、

坐垫等。我们按照拼布的形态可以将之分为平

面拼布和立体拼布。

拼布艺术的审美性

拼布是美化乡村生活空间的一种独特的艺

术形式。在陇东、陕北一带的乡村，秋冬和早春

季节，天气寒冷，为了保暖，常常会挂上一面门帘

子。门帘子多为拼布作品，在不同的布块拼出的

门帘上再贴上十二生肖里的动物或者燕子、熊猫

等。过春节或者娶新媳妇的时候，打扫得干干净

净的农家院落里的门上，挂上这么一幅门帘，就

一下喜庆多了。有时，窗户上也会挂拼布的窗

帘。窑洞冬暖夏凉，即便是大热天，也有人家会

挂着厚厚的拼布门帘，窑洞里反倒更凉快了。

春天到夏天，山原一片葱绿，山花与彩色的

门帘相映生辉，一片灿烂。秋天到冬天，山色苍

凉，土地褐黄，拼布的门帘鲜艳温暖，召唤归家的

游子，如果是下雪之后，天地一片洁白里，那五颜

六色的彩色门帘，就更是令人心暖了——因为揭

开门帘就是热乎乎的饭菜，暖乎乎的炕头啊。

庆阳拼布艺术的现代性

庆阳布贴画主要分布在华池和西峰。华池

地处甘肃省东端，东北与陕西省志丹、吴起、定

边接壤，西南与省内的庆城、环县、合水为邻。

华池民间布贴画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工艺美

术，是陇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池拼布创作

以粗布为原料，色彩丰富鲜艳，剪贴的边线明朗整

洁，富有木刻版画的刀木特点。其内容多取材于

人物、动物、花鸟等题材，注重色彩对比，以大红大

紫的色彩，夸张化的描述，追求强烈的直观效果，

讲究装饰性；风格浪漫稚拙，浑厚质朴，气韵生动。

西峰的布贴画将民间画与文人画、将传统乡

土情怀和现代人文精神融合了起来，具有当代绘

画艺术的新质。从陇东拼布服饰与当代文创作品

中，我们能读出一个人心灵深处对于命运深深的

感喟，对于童年的深深怀恋，读出精神深处的高山

流水、阳春白雪，坚定而静默的人格。（本文作者系

西安外事学院特聘教授，配图为作者提供）

——陇东拼布艺术略论

布 拼 云 霞 生 春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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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荣

拼布艺术是以布为材料拼接

粘贴，形成绘画或实用品，是一门

既古老又新兴的艺术。近年来，拼

布艺术也成为高校印染设计专业

的新内容。这一艺术追求能够复

活黄土高原香包、荷包里蕴藏的传

统文化符号的象征体系，激活布艺

创制无穷的想象力。

拼布与刺绣结合的鞋垫

云顶子

枕顶·孔雀牡丹

枕顶·猫与小鸟

布贴画·娶亲图

夹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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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那边是什么？

小时候，我常常站在家门口眺望四周的

山峦。心想：山的那边是什么？

我想去山的那边看一看。

等 我 长 到 七 八 岁 时 ，终 于 爬 过 了 那 座

山，才发现那座山的后面，还是山。

我又想去后面那座山的后面看一看，看

看再后面又是什么。

16 岁时，我去了一趟兰州，那是我第一

次自主地走出大山，但那还算不上旅行，只

是出于好奇。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产

生了一个想法：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

世界。20 岁时，我领到第一份工资，去了一

趟青海，拉开了旅行的序幕。从此，我给自

己确立了一个目标：有生之年旅行中国。

我克制不了远方的吸引，也抗拒不了山

外风景的魅力。去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去

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是什么样子，是我的志

向和乐趣所在。

我生活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去看外面的

世界。看看江河是怎么奔腾的，高山是怎么

矗立的，沙漠是怎么横亘的，峡谷是怎么延

伸的；看看海洋有多辽阔，湖泊有多清澈，草

原有多广袤，雪山有多纯洁……

我渴望以旅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

然的亲近和热爱，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对

生活的认识和感知。还有，我想用文字描绘

祖国山河的壮美神奇、历史的深沉厚重、物

产的丰盈富饶、人民的淳朴善良，也记录自

己心里的体验感受。

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个愿望

支撑了我的精神，丰富了我的生活。为什么

我满头大汗地攀上山巅时，没有多少疲惫的

感受？为什么我一次一次接近目标，又一次

一次失之交臂后，还会一次一次从头再来，

没有多少沮丧的情绪？我想，是中华大地的

壮丽山河吸引着我，是孩提时代立下的志向

召唤着我，是旅行中国的信念支撑着我。只

有旅行与写作，才能举起我的生命旗帜，扬

起我的生活风帆。

因为热爱自然，所以我走向高山峡谷、

河流湖泊、沙漠戈壁、草原冰川，感受自然的

神奇，让自己的身心得以净化……

因为崇拜英雄，所以我走向巴山秦岭、

太行吕梁、白山黑水、燕赵大地……踏访英

雄的足迹，让自己的思想接受洗礼……

因为心仪作家，所以我走进江南水乡、

呼兰河畔、黄土高坡、川西平原……追寻作

家的心路，让自己的认知得到升华……

因为神往历史，所以我走向渭北高原、

中原腹地、滇南山地、大漠深处……抚摸历

史的印痕，让自己的视野得以开阔……

旅行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生命

的精彩。当我克服困难、挑战自我，走向高

耸 云 端 的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清 澈 透 心 的 纳 木

错、冰清玉洁的南迦巴瓦雪峰、晶莹剔透的

米堆冰川、汹涌澎湃的雅鲁藏布江、广袤无

垠的呼伦贝尔草原、茂密幽深的大兴安岭、

浩如烟海的塔克拉玛干、精美绝伦的可可托

海、如梦如幻的泸沽湖、涛声震天的虎跳峡、

崩天裂地的恩施大峡谷、云遮雾绕的神农顶

时，灵魂在山水中得以遨游，思想在天地间

自由翱翔。

许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坚守着心中的那

份最简单、最直接的信念。靠着这个信念，

我坚持业余旅行了 44 年，行程百万公里，领

略了中华大地重要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海、

名人故里、著名地标……

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孤独寂寞，危难凶

险……四季轮回，阴晴圆缺，抬头仰望，低头

倾听，我在泥泞里寻找走出大山的小路，在

艰辛里品尝生命律动的快乐，在煎熬中领略

雨后彩虹的绚烂……心中向往的道道风景，

脚 下 踏 过 的 迢 迢 路 途 ，眼 前 铺 展 的 滚 滚 红

尘，都在旅行与写作中丰富了我的生活。

我庆幸自己初步实现了旅行中国的目

标。在旅行中国的同时，我写下数百万字文

稿，发表了 800 余篇旅行散文，出版了 8 部作

品集，拍摄了数十万张照片，记录了自己旅

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游所历，所思所想，

所感所悟。

我知道自己走过的只是一条小河，后面

还有一片汪洋。旅行中国的梦还没有结束，

更长的路在等待着我，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与偏离。我希望以旅行与写作的方式，丰富

自己的生活，精彩自己的生命，真正成为大

地母亲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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