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源自心灵的艺术，这是丝路

古道上的文化奇观。一次次传承中，

一代代创新里，它亲历并见证了中国

丝毯艺术的繁荣和昌盛。

它，就是有着“软黄金上的雕刻”

美誉的天水丝毯。

千年技艺凝聚手艺人的智慧

在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东汉

时期地毯的实物残片，透过苍茫岁月，

依然见证着中国早在汉唐时期就盛行

的丝毯织造。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红

线毯》中曾写道：“红丝毯，择茧缫丝清

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

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诗歌记述的

就是当时安徽宣州上贡朝廷的红线丝

毯的华美。

丝毯，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工编织

的真丝挂毯、地毯等丝织物。

真丝的柔和质地、图案的华丽精

美 ，成 就 了 丝 毯 编 织 技 艺 的 艺 术 风

采。作为中国丝毯北派艺术的杰出代

表，天水丝毯在千百年色彩斑斓的传

承发展中，凝聚了一代代编织艺人的

勤劳和智慧。

天水，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的重

要节点城市，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

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为丝毯的生产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天水丝毯沿袭了宫

廷贡品的风格，采用了手工八字形打

结栽绒的方法，行业内也称之为手工

打结丝毯工艺。所谓八字扣工艺，就

是前位跟后位的线互相交叉，形成一

个八字形。正是凭借这一独特技艺，

天水在历史上成了我国主要的丝毯制

作、加工地之一。

从汉唐而来，直至明清以降，天水

一些编织小作坊在八字形打结栽绒工

艺的基础上，开始应用剪刀片剪丝绒

图 案 。 栽 绒 后 ，丝 穗 偏 长 ，需 留 出 层

次，再经过片剪工艺处理，使图案达到

浮雕的艺术效果。这种类似于园林修

剪的工艺，使得丝毯制作技艺首次从

平面走向了立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天水丝毯的独特制作技艺才基

本定型。

天水丝毯的图案有仿古图案、艺

术图案和波斯图案三种。仿古图案以

富贵长寿、康乐自然为主题，从式样到

配色都突出古朴典雅的特色。常见的

图案有八宝、四翼、花草、龙凤、鸟兽、

雷纹、蟠螭纹等，还有古代狩猎、耕作

等生活场景。仿古图案的丝毯，最早

出现在清朝乾隆年间，被王公贵族、文

人商贾大量使用。艺术挂毯图案多涉

及人物形象、奇山秀水、名兽珍禽、敦

煌壁画、飞天造型以及琴棋书画等，追

求 毯 面 的 美 观 逼 真 、设 色 的 古 典 雅

致。艺术图案的丝毯最早源自敦煌莫

高窟隋代洞窟的壁画，画面中飞天舞

伎在地毯上翩翩起舞，惊鸿若仙。波

斯图案，多取材于自然界的树、叶、藤

等。在配色上，以波斯红宝石、孔雀绿

为主基调，通过多种颜色、层次的堆积

和变化，形成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丝

毯。无论哪种图案，融汇到天水丝毯

中，都强烈地凸显出鲜明的地域文化

特色。

复杂工艺凸显艺术独特性

丝，贵如金，柔若金，且丝织极具

浮雕效果，丝织而成的艺术挂毯，其华

美、珍贵有着“一丈毯，千两丝”的美

誉。作为手工编织艺术中的艺术表现

形式之一，天水丝毯采用优质的桑绢

丝 或 柞 绢 丝 为 主 料 ，有 图 案 设 计 、绘

制、配线、织毯、平毯、剪花、整理等 21

道 工 序 ，所 有 的 工 序 都 是 手 工 操 作。

编织艺人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极大

的耐心毅力。每件丝毯，往往都需要

数月或数年才能完成。

“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

物”。天水丝毯在岁月中积淀了太多

的历史情感和文化精神，2014 年，天

水丝毯织造技艺作为传统技艺，成功

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天水丝毯 200 道以上工艺的经线

和纬线则必须要采用桑蚕丝。虽然说

100 道是最低的工艺水准，还远未达

到丝毯的极致，但在当时却为天水丝

毯争得了至高的声誉。以此为契机，

设计人员又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

方式，先后研发出了 400 道超薄型水

洗丝毯等新产品。据了解，有时一幅

丝毯需要选用 100 多种色丝，经过色

与 色 之 间 的 混 合 匹 配 后 ，达 到 400-

500 种不同的混合丝，最多的甚至可

达上千种。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而精

细的工艺，才保证了天水丝毯在艺术

上的独特性。

展现传统技艺的多元魅力

天水丝毯编织工艺是按照工艺导

数和图案设计的要求织出不同厚度，

通 过 片 剪 雕 刻 工 艺 突 出 毯 面 主 要 纹

样，从而达到浮雕的艺术效果。作为

传承人，刘静波和他的团队成员多年

来 一 方 面 坚 守 着 天 水 丝 毯 既 有 的 传

统，另一方面又大胆吸收现代美术观

念。30 多年来，他们通过不断探索，不

断创新，让天水丝毯具有更加鲜明的

图案特色和地域文化内涵。在题材的

拓展上，也融入了地方名胜古迹自然

风光等，充分彰显了传统工艺与地方

文化结合的艺术魅力。比如葡萄画，

就是他最爱的一个画种，不仅仅因为

天水盛产葡萄，主要是葡萄清冽的气

质、雅致的品格极具寓意。如此，中国

传统绘画和丝毯工艺得到了完美的融

合，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青睐。

天水丝毯集华贵的光泽、精湛的

工艺、丰富厚重的色彩于一身，在我国

手工丝织艺术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通过传承人对传统丝织

工艺的挖掘、整理和创新，天水丝毯在

原有传统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加入了

浮雕与装饰绘画理念，“软雕刻”产品

推陈出新。浮雕工艺，浮雕锻造，浮雕

制作。这种新品，以别具一格的特质

为传统丝织工艺美术的深度创新，提

供了极具价值的美学理论依据。散发

着深远历史意蕴的青铜器、青铜纹样、

秦文化，还有深厚的石窟印象、石窟记

忆、丝路风云等，源源不绝的题材，经

过设计、夸张、变形，达到了出神入化

的效果。

创 新 ，意 味 着 超 越 ，也 意 味 着 发

展 。《华 夏 图 腾》在 第 42 届 国 际 旅 游

品 和 工 艺 美 术 品 交 易 会 中 ，获 得 银

奖。《兽面纹》在第十届甘肃省工艺美

术 百 花 奖 评 审 会 中 获 得 创 新 设 计 一

等 奖 ，并 在 第 43 届 国 际 旅 游 品 和 工

艺 美 术 品 交 易 会 上 获 得 金 奖。《珠 帘

凤翔》在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

品 暨 国 际 艺 术 精 品 博 览 会 获 得 中 国

艺术精品银奖。

今天，生发着无限魅力的天水丝

毯，犹如一幅逐次展开的美丽画卷，向

世人展示着它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

天水手工艺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的

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眷恋和对这

片土地最大也是最美的回报。

或许，东方文化的密码就蕴藏在

这一缕缕的丝线中、在那一幅幅古朴

的图案里、在一代代艺人的传承和创

新中。 (本文配图为资料图）

□ 何喜田

天水丝毯：蕴藏东方文化密码

天水丝毯作品天水丝毯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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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狄道雄关险……世代忠良天

可鉴，保家卫国英名传……”苍茫有力

又悠扬婉转的腔调，那些说不尽的风流

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都在这里得

以重现。近日，由国家一级秦腔演员王

永进（饰演赵安）领衔主演，陕西省秦腔

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演员陈淑

玲担任总导演的大型原创秦腔历史剧

《赵安献马》在临洮县首演。

临 洮 ，自 周 安 王 十 八 年（公 元 前

384 年）建置狄道县以来，一直是多民

族聚集地，多元文化的混杂融合形成了

临洮独特丰厚的人文历史，也涌现出了

无数致力于民族团结的史实事迹。

新编秦腔历史剧《赵安献马》是以明

朝初期临洮人赵安及相关历史事件为背

景题材，主要讲述了赵母花甲寿诞之时，

赵安因涉蓝玉案，被族兄牵连，发配充

军。新皇登基，朝廷征马，赵安因献马有

功，被封临洮卫指挥使，后出征漠北，守

疆有功，获得朝廷赐免死铁券，封为甘肃

右副总兵，镇守甘肃的故事。

《赵安献马》整个剧目由《惊变》《惜

别》《升帐》《遥夜》《缘定》《盼子》《回衙》

《献马》《北征》《赐券》等十场折子戏组

成，演绎了一场匡扶正义、保国安民的

浪漫奇缘。剧中充满了传奇色彩，导演

在创排中融入歌剧、舞剧、话剧等艺术

表现方法，使传统的秦腔充满了现代

感，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剧目在艺术

的表现形式上大开大合，在情感的处理

上大起大落，使得观众的情绪为之紧

扣，深深入戏。

该剧在演出中采用了赵安故乡（临

洮县衙下集镇）的月牙泉、寺洼山、九龙

寺、大衙、二衙等景点为背景，巧妙融入

花儿、傩舞等本土历史文化元素，秦音

秦调在狄道古城的背景下唱响，剧目的

感染力和生命力得到极大提升。

古老的艺术以新的形式表现，让戏

曲的魅力再次大放光彩。《赵安献马》中，

传统与现代、艺术与民俗相契合，在表现

手法上，《遥夜》《缘定》《盼子》等折子戏

引用了蒙太奇处理手法，将故事情节清

晰、连贯地呈现出来，有效地扩展了舞台

叙事空间，增强了观众的体验感。

洮水之畔，传承秦腔之声。临洮戏

剧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独特

的 艺 术 感 染 力 和 广 泛 深 厚 的 群 众 基

础。2023 年初，临洮县创新开办了“洮

声秦韵”大舞台，分为《名家荟萃》《秦声

飞扬》《戏迷叫板》《“秦”声体验》四个部

分，每周循环演出。截至当年年底，共

演出 69场次，观看群众达 35万人次。

近年来，临洮县依托丰厚的历史文

化资源禀赋，整合资源、凝聚力量，繁荣

文艺创作，创排推出了“长城起首·边塞

狄道”——主题音乐歌曲《望儿咀》、大

型秦腔历史剧《洮水明珠》（貂蝉）、大型

水幕实景剧《再现貂蝉》等一大批独具

临洮特色文化内涵的精彩剧目。

悠悠狄道两千年，当秦腔的光芒融

合进烟火气，这片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

陇中大地呈现出了旺盛的生机。

□
赵
晓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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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定西秦腔艺术联盟、定西

秦腔艺术研究中心和甘肃铁堂秦腔艺

术 剧 院 移 植 创 排 的 大 型 秦 腔 历 史 剧

《魂归两狼山》成功首演。这部剧讲述

的是北宋年间，宋辽交战，宋朝奸相潘

仁美为报私仇，暗中与辽国勾结，在金

殿之上谋夺帅印，点杨家父子三人为

先 行 ，出 征 之 后 ，强 命 杨 业 与 辽 军 交

战，而未布伏兵支援，致使杨家父子兵

困两狼山中。杨七郎回营求援，被潘

洪用乱箭射死。杨业突围无望，血溅

李陵碑。

故事耳熟能详，讲故事的方式则

是剧目吸引人之所在。《魂归两狼山》

从杨家将金沙滩遭受巨大牺牲之后、

亲人们祭奠亡灵的灵堂开场，使本剧

一开始就被注入了浓浓的悲剧气氛。

灵 堂 之 上 ，亲 人 尸 骨 未 寒 ，然 军 情 危

急，皇帝的诏书直入灵堂，国恨家仇，

使杨业不得不做出选择。更让人感叹

的是，在困境中，杨业依然忍辱负重、

决然出征，“一片丹心照日月，我以我

血写忠诚”，将杨业以国事为重的崇高

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使故事悲伤

中有壮美。出征后潘仁美设下圈套，

杨业明知难以取胜，仍然义无反顾、勇

往直前，奋力拼杀，直至壮烈牺牲，其

勇于担当、高风亮节的英雄形象更加

丰满。全剧在慷慨悲歌中，抒发了炽

热的家国恨、父子情，苍凉凄绝，感人

至深。

《魂归两狼山》的创排，有其鲜明的

艺术特点。首先，本剧所褒扬的“英雄

主义”主题，具有十分珍贵的现实意义。

其次，这部剧的选材有着天然的

感 召 力 ，自 带 亲 民 特 质 。 众 所 周 知 ，

“杨家将”的戏在中国戏曲观众心目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长期的观演

实践中，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愫和

清风正气的人物形象以及武打、唱功

所显示的戏曲美学价值契合观众的审

美需求，一提到“杨家将”，戏迷们基本

耳熟能详。

第 三 ，在 编 排 手 法 上 ，编 创 人 员

突破传统戏剧的表现手法，创新表现

形式。比如，以大唱段作为抒情的主

要手段，特别是把人和马的情感创造

性地作了大段抒发，巧妙地反衬了杨

业一心为国的英雄情感，可谓独辟蹊

径 、别 出 心 裁 。 杨 七 郎 遇 害 后 通 过

“ 托 梦 ”的 形 式 为 杨 业 的 主 线 事 件 递

送信息，推动情节。佘太君牵挂前线

战事也是通过幻境进入主情节，使主

线叙事更加流畅。佘太君的唱段，表

达了杨业和佘太君之间的情投意合、

志 同 道 合 、默 契 配 合 的 夫 妻 情 感 ，使

英雄的形象有血有肉，立体丰满。梦

境、幻境中多角度的立体抒情手法使

人物情感的表达更加细腻，使人性得

到了最真实的还原，增加了真实性和

艺术感染力。

需要指出的是，剧目移植是不同

剧种传统经典剧目不断取长补短、互

相成就的重要形式，是优秀剧目不断

发挥其艺术魅力、表现艺术价值的重

要手段。本剧在保留原剧种传统剧目

优点的前提下进行适合当下观众的再

创造，很好地为传统剧目注入现代价

值，为传统戏曲作品现代化作出了有

益的尝试。

□ 石小军

——评移植秦腔历史剧《魂归两狼山》

假期里携妻儿一道去探望岳父，也

带 上 了 儿 子 最 为 珍 爱 的 宠 物 —— 蝈

蝈。妻子看到那只锃亮健硕的昆虫被

困在一个小小的塑料笼子里，便对儿子

说：“要是有麦秆的话，我可以给你的蝈

蝈编一个笼子，至少让它住得宽敞些！”

本以为妻子就是这么一说，没承想回

到故乡后，她竟然真的去找街坊邻居要来

了一大把修剪过的麦秆，丢进洗衣盆，加

水浸泡那些金黄色的麦秆。大约一盏茶

的工夫，妻子用手指试着弯折那些已经被

水浸润的麦秆，感到麦秆已有了韧性后，

就坐在小马扎上，开始展示技艺。

只见麦秆被首尾衔接，然后一抽、

一 折 、一 压 …… 在 妻 子 灵 巧 的 指 尖 穿

梭，不一会儿，一座多边形的宝塔就成

形了，而且还为蝈蝈顺利进出和投喂食

物预留了门窗。你还别说，螽斯儿在乔

迁进了自己的新家之后，便得意地扇动

翅膀，清脆响亮地欢鸣起来啦！

儿子惊奇地看到那一根根麦秆变

身蝈蝈的“独栋别墅”后，得意地拉来岳

父欣赏。岳父看了也欣慰地夸赞：“哎

哟，我姑娘编得这么好，手还真是巧，我

还想着她肯定忘记怎么编了。”妻子微

笑着答道：“小时候看到奶奶编草帽觉

得有趣，也会偷偷地上手编几下。这手

艺是童子功，忘不掉啦。”

甘肃陇东南一带，悠久的农耕历史

和围绕农耕活动所产生的手工编结技

艺 ，为 农 业 生 产 注 入 了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先民们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各类庄

稼秸秆和草木原料，来编结成实用物件

的能耐堪称高超。在他们的眼中，就应

该 物 尽 其 用 ，所 以 就 有 了 麦（稻）秆 儿

编、玉米（高粱）秆儿编，还有自然馈赠

的草、藤、苇、柳、竹，简直就是万物皆可

编！编结成的物品有筐、篮、篓、笼、簸

箕 、筛 子 等 农 业 生 产 器 具 ，有 炕 席 、粮

囤、笼屉、草鞋、簸篮等生活实用品，还

创新出了具有观赏和收藏价值的灯笼、

鸟 笼 、蝈 蝈 笼 等 精 致 美 观 的 编 结 艺 术

品，更有甚者，以秸秆天然赋予的色彩

创作出了新颖的装饰画。

看似简单的麦秆编结技艺，是漫长

的农耕文化发展轨迹中，具有代表性的

手工技艺之一，这种民间手工技艺为农

业文明注入了鲜活且富有创造性的人

文内容。时至今日，这项民间手工技艺

作为陇原大地上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被广泛保护与传承。 (本文配

图为作者供图）

□ 潘 博

指尖翻飞展技艺

天水丝毯作品

《赵安献马》剧照 李天禄

麦秆编蝈蝈笼

慷慨悲歌唱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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