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路剪纸作品《陇原农耕图》是尺寸为

75cm × 650cm 的长卷作品，内含 8 幅剪纸。

首页封面黑色为主，红色为辅，以汉字、窑洞、麦

穗、耕牛犁地四组符号形成。其余 7幅均选用

红纸，将耕地、播种、锄草、收割、送饭、碾场、扬

麦、磨面的农作场景浓缩到 8个特写画面上，如

犁怎样把黄土翻出、小孩儿如何拿起一把锄头、

家禽如何在碾麦场上和主人嬉戏、木锨扬起的

麦浪以何种姿态倾泻而下、婆媳如何分工用石

磨磨出一年当中的第一袋新面粉……一幅幅

农耕生活场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素有“庆阳五绝”之一美誉的剪纸，根植

于黄土，孕育于民间。长久以来，农耕文明都

是庆阳剪纸艺人不竭的创作源泉。马路剪纸

技法工整秀丽，线条细腻流畅，由于从小生长

于农村，所以在创作方向上，选择了以反映黄

土风韵、陇东风光、农耕文明为主要内容，先

后创作了《春天进行曲》《双手托起幸福梦》

《美丽乡村》等反映乡村文明与发展变化的剪

纸作品，《陇原农耕图》也不例外。

“《陇原农耕图》采用的是民间连环画艺术

表现形式，由多幅画面按照时间顺序组合而

成，以散点透视的民间造型反映陇东黄土高原

的农耕文明。马路的剪纸是古朴、内敛的，剪

法又是老练、有力、准确的。她的艺术线条所

塑造的人物形象，既生动反映陇原农民的体态

外貌，也触及精神心灵，不管是大人，还是孩

子，都在各司其职，参与到辛苦而又幸福的劳

作中。画面欢乐、喜悦，人物虔诚、淳朴。这种

功力，似从汉画像砖的图像系统传承而来，既

有浮雕镂刻的时间延续，又有圆雕俯视的空间

拓展。”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建荣读

马路《陇原农耕图》后赞叹道。

庆阳剪纸传承着浓郁的陇东文化习俗，

既区别于陕北剪纸的人物风格，也不同于清

代的童子画，在全国剪纸艺术流派中独树一

帜。在多年的摸索中，马路承袭了庆阳剪纸

的地域特色，也形成了更具象和写实的独特

个人风格。在创作内容上，马路的剪纸始终

与农业、农村、农民息息相关。

《陇原农耕图》于马路而言，不是新作，甚

至可以说有点年头。2018 年秋收时节，马路

回镇原县老家探望父母，一幕机械化农事作

业场景令她深受触动。“进城之前我是个扶过

犁、播过麦、趴在地里一行一行覆过地膜的农

村妇女。”马路说，“很想把自己曾经秋种夏收

的故事‘剪’下来，把陇东地区世世代代的农

耕图景‘剪’下来。”

《陇原农耕图》的创作是偶然，也是必然，

是迅速的，也是漫长的。反复构思之后，同年

春节，马路开始动笔画图，经过多次修改、推

翻重绘，两个月后，《陇原农耕图》初稿形成。

马路迫不及待地拿起红纸，开剪。40 多天

后，总计 7 幅图的初代《陇原农耕图》跃然纸

上。但她总觉得有欠缺，接下来的两年时间

里，进行了深思熟虑、反复创作。2023 年，马

路携《陇原农耕图》参加甘肃省“百千万”创业

引领工程“创业达人”评选活动暨 2023 年文

化和旅游行业创新创业大赛，获全省二等奖，

被评为“甘肃乡村工匠”。

马路用一把剪刀、一方红纸，追忆时光变

迁，记录家乡发展，让古时今日在非遗剪纸中

相遇、流传。

□ 毛娜娜

方寸剪纸 记录变迁

敦煌彩塑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杜永卫的作品《折柳》获

2024 年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赛时尚创

新奖，彰显了甘肃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

化底蕴，也展现出陇原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

艺和创新精神。

《折柳》是参考敦煌壁画中的多个人物的

形象、装束、仪态，运用传统彩塑制作技艺，并

结合审美想象而创作出的一件个性鲜明的彩

塑作品。杜永卫利用雕塑语言，使作品从各

个角度看上去，都有一种清新质朴、恬静闲

适、优雅舒适的审美体验。“这是一种探索和

尝试。”杜永卫如是说。

杜永卫《折柳》的艺术形象最早构思于

1984 年，参考了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思

维菩萨的仪态与妆容，该形象一手持柳枝支

颐，一手盘于胸前，作沉思冥想状，娇艳秀美，

自在活泼，而又不失端庄持重。之后几年，他

先后利用石膏、汉白玉、青铜、木雕、玻璃钢等

材质进行多次尝试。

“折柳”，有着独特的意义，王维在《送元

二使安西》中就有“客舍青青柳色新……西

出阳关无故人”之句。汉乐府《折杨柳歌辞》

中，“柳”含怀远惜别之意，此为较早思行人

而折柳的诗句。隋末无名氏《别诗》中“杨柳

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

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唐时此风更甚，长

安送客东行，或亲人别离，多到灞桥折柳相

送。“柳”寓意“留”，因此，时人以灞桥折柳形

容相送作别。在古代，每逢亲朋好友分别远

离，送行者总要折一枝柳条相赠，以表达一

种惜别之情。每当思念亲人、怀念故友时，

也会折柳寄情，遥思亲友。折柳，成为古人

离别寄情之风俗由来已久。

1985 年 ，哈 密 机 务 段 和 柳 园 车 站 的 相

关 负 责 人 前 往 敦 煌 研 究 院 ，请 求 院 里 为 柳

园 车 站 设 计 一 个 站 台 雕 塑 。 当 时 ，柳 园 车

站 是 敦 煌 唯 一 的 火 车 站 ，需 要 建 立 一 个 具

有 敦 煌 特 色 的“ 站 标 ”。 于 是 ，时 任 院 长 段

文 杰 便 把 这 项 工 作 安 排 给 了 年 轻 的 杜 永

卫 。 杜 永 卫 认 为 ，敦 煌 当 地 已 有 几 座 飞 天

雕 塑 ，那 么 用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造 型 才 具 有 它

的 象 征 性 呢 ？ 经 过 反 复 构 思 ，他 突 然 想 到

自己的《思维菩萨》不正好与车站十分贴切

吗 ？ 如 果 改 名 为《折 柳 送 亲》，作 为 柳 园 车

站 站 前 广 场 的 城 市 雕 塑 ，一 定 是 一 个 非 常

浪漫的创意。

《折柳送亲》这一雕塑主题，既包含了“柳

园”地名之柳字，也体现了“柳园车站”迎来送

往的工作性质，既表达了车站对乘客迎接惜

别的深情厚谊，又鲜明地体现了敦煌特色。

后来，就有了柳园站屹立至今的汉白玉石雕

《折柳送亲》。

本次展览的获奖作品《折柳》，是为了促

进非遗与文旅融合发展而创作的敦煌彩塑系

列非遗文创产品之一，摆件精巧、便携，典雅

的造型风格更适合装饰环境。

敦煌彩塑是一种古老的非遗技艺，目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与呵护。杜永卫作为该非遗项目的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发和创建了以敦煌彩

塑为主的“莫高里工匠村”，致力于这一项目

的研究、创作和传承。四十多年来，他将敦煌

艺术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的审美思想相结

合，弘扬传统，守正创新，正在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一个艺术家的非遗情怀。

□ 马良宝

敦煌彩塑 “折柳”寄情

线条流畅，图案生动逼真，杨海燕的作品《裕

固族刺绣服饰》每一针每一线都栩栩如生。

杨海燕，国家级非遗项目裕固族服饰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高中毕业跟随外祖母和母亲开始学

习裕固族传统服饰制作和裕固族刺绣技艺，很快

便掌握了裕固族传统服饰的设计、裁剪、缝纫以及

头面、红缨帽、配饰、刺绣品制作技艺。

此次获奖作品《裕固族刺绣服饰》，在保留传

统精髓的基础上，巧妙结合现代流行元素，大胆

创新，使图案更加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在色彩

搭配方面，不仅传承了裕固族传统色彩的经典组

合，还借鉴了当下的流行色彩，让整个色调更加

时尚新颖。在图案设计上，除了传统的元素，还

加入了现代生活中的元素，展现了裕固族人民在

新时代对生活的新理解和新期待。

裕固族服饰的材质选择十分重要裕固族服饰的材质选择十分重要，，多采用羊多采用羊

毛毛、、羊皮羊皮、、丝绸等天然材料丝绸等天然材料。。羊毛制成的毡毯和长羊毛制成的毡毯和长

袍袍，，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能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能，，适应了高寒地区的气候适应了高寒地区的气候

条件条件；；羊皮的运用则展现了裕固族人民对自然资羊皮的运用则展现了裕固族人民对自然资

源的充分利用和精湛的加工技艺源的充分利用和精湛的加工技艺；；丝绸的加入则丝绸的加入则

为服饰增添了一份华丽与柔美的质感为服饰增添了一份华丽与柔美的质感。。

裕固族服饰的色彩运用堪称一绝裕固族服饰的色彩运用堪称一绝。。以红以红、、

蓝蓝、、绿绿、、白白、、黑为主色调黑为主色调，，这些色彩不仅具有鲜明的这些色彩不仅具有鲜明的

视觉冲击力视觉冲击力，，更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更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红色代红色代

表热情与活力表热情与活力，，蓝色象征着天空与辽阔蓝色象征着天空与辽阔，，绿色寓意绿色寓意

着草原与生机着草原与生机，，白色象征纯洁与善良白色象征纯洁与善良，，黑色则体现黑色则体现

庄重与神秘庄重与神秘。。色彩的巧妙搭配与组合色彩的巧妙搭配与组合，，使裕固族使裕固族

服饰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服饰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出裕固族人展现出裕固族人

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独特追求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独特追求。。

在款式设计方面在款式设计方面，，裕固族服饰充分考虑了实裕固族服饰充分考虑了实

用性与美观性的完美结合用性与美观性的完美结合。。男子服饰多以长袍男子服饰多以长袍

为主为主，，简洁大方简洁大方，，便于骑马放牧等生产活动便于骑马放牧等生产活动。。女女

子服饰则更为精致华丽子服饰则更为精致华丽，，长袍的袖口长袍的袖口、、领口和下领口和下

摆处常常绣有精美的花纹摆处常常绣有精美的花纹，，衣襟上镶嵌着珠宝和衣襟上镶嵌着珠宝和

银饰银饰。。男子的狐皮帽和女子的喇叭形红缨帽男子的狐皮帽和女子的喇叭形红缨帽，，不不

仅具有保暖和装饰的作用仅具有保暖和装饰的作用，，也成为裕固族服饰的也成为裕固族服饰的

标志性元素之一标志性元素之一。。

““裕固族服饰是一种文化裕固族服饰是一种文化，，是祖祖辈辈的传是祖祖辈辈的传

承承，，是多年的文化积淀是多年的文化积淀，，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裕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裕

固族服饰的保护和传承固族服饰的保护和传承，，并在这个的基础上去创并在这个的基础上去创

新新，，让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与现代的思想理念结让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与现代的思想理念结

合合，，更好地传承下去更好地传承下去。。””杨海燕说杨海燕说，，““这种创新使得这种创新使得

裕固族服饰既不失传统文化的韵味裕固族服饰既不失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能与现代又能与现代

社会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相契合社会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相契合，，为民族服饰的发为民族服饰的发

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裕固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裕固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证了裕固族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见证了裕固族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展现了裕展现了裕

固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固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保护和传承裕固族保护和传承裕固族

服饰文化服饰文化，，不仅有助于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有助于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更能让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化百花园更能让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化百花园

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 张瀚舟

传统服饰 传承创新

陇 上 非 遗陇 上 非 遗 焕 彩 生 辉焕 彩 生 辉
编者按编者按

““黄河流韵黄河流韵··非遗焕彩非遗焕彩””20242024 年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赛近日在宁夏银川举办年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赛近日在宁夏银川举办，，我省庆阳剪纸传承人马路作品我省庆阳剪纸传承人马路作品《《陇原农耕陇原农耕

图图》、》、裕固族服饰传承人杨海燕作品裕固族服饰传承人杨海燕作品《《裕固族刺绣服饰裕固族刺绣服饰》、》、通渭草编传承人冉小琴作品通渭草编传承人冉小琴作品《《飞天飞天》》荣获地域特色奖荣获地域特色奖；；敦煌彩塑制作技艺敦煌彩塑制作技艺

传承人杜永卫作品传承人杜永卫作品《《折柳折柳》》荣获时尚创新奖荣获时尚创新奖。。本次获奖的非遗作品地域特色浓厚本次获奖的非遗作品地域特色浓厚，，技艺精湛技艺精湛，，引人驻足引人驻足。。让我们走近这四项获奖让我们走近这四项获奖

作品作品，，欣赏匠心传承的独特魅力欣赏匠心传承的独特魅力。。

《折柳》 杜永卫

《陇原农耕图》（局部） 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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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玉笛，彩带飘浮，花飞蝶舞，神采奕

奕……”这是冉小琴麦秆画作品《飞天》中天女

的形象。

今年 58 岁的冉小琴（冉艺飞）是甘肃省定西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麦秆画的传承人。她致

力于麦秆画作已有 20 多年时间。庄稼地里的废

弃麦秆，经她手里熏、蒸、漂、烫、刮等十多道工

序之后，成为精美的手工艺品。

冉 小 琴 的 作 品 以 花 鸟 鱼 虫 和 敦 煌 飞 天 为

主，她说自己最喜欢的还属飞天形象。此次获

奖的作品《飞天》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乐伎为原

型，寓意幸福、和平与美好，让人耳目一新。驻

足作品前，仿佛能感受到空灵的笛声从上千年

前传来。

麦秆画因其制作材料为麦秆而得名，起源

于隋朝年间，属宫廷手工艺品，因其出色的工艺

价值和表现技巧，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一绝”。

通渭麦秆画产品形式多样、古朴典雅，是中

国传统文人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取材广泛，凡

是书画可以展现的内容均可通过麦秆画的形式

展现，是人们用于室内摆设或厅堂装饰的佳品。

冉小琴的麦秆画，制作精美、色泽明快。经

过多年摸索，她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

大胆创新。

“你看，我在天女的头饰、腰间点缀了一些

钻石和珍珠，看起来更灵动一些。尤其在面部

表情的刻画上，凸显出天女的自信和坚毅。”冉

小琴指着《飞天》说。制作过程中，她首先将麦

秆切开、烫平、抛光处理，再将薄如纸片的麦秆

拼接起来，按照画好的图样裁剪、上色、装裱，而

其中最难把握的环节就是熨烫上色，需要精准

把控熨斗的温度，温度过高，会把麦秆烫坏，温

度过低，则达不到作画要求。

在“冉艺飞麦秆画非遗工坊”里，只见一幅

幅制作精美的《前程似锦》《国色天香》《孔雀戏

牡丹》《花开富贵》等麦秆画挂满了墙面，未完成

的麦片和零碎的小图案散落在工作台上，一只

未成形的小鸟在她的巧手剪裁和粘贴下，不到

几分钟便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这功夫是她几

十年来“磨”出来的，她说，经常花费一整天的时

间反复尝试，让画里的每一处细节都尽善尽美。

20 世纪 80 年代，冉小琴在通渭县一家草编

生产企业工作，开始接触草编产品。2002 年，无

意中在电视上看到麦秆画的制作后，让她萌生

了制作的想法。“起初只是想尝试着学一下，没

想到一下子入了迷，我是当时通渭最早制作麦

秆画的人。”她说。

“制作麦秆画，得有一定的绘画基础。”麦秆

画 作 为 一 种 工 艺 品 ，集 绘 画 、书 法 、工 艺 于 一

体。跟其他手工艺者一样，一开始冉小琴也是

临摹制作，而现在她想到什么图案，就可以信手

拈来。她创作出来的古装仕女、飞禽走兽、花草

鱼虫等作品形象逼真，充满灵气，受到了广大群

众的喜爱和赞誉，其作品多次在各级各类展览

中展出、获奖。

从接触麦秆画开始，冉小琴已经完成了一

万多幅作品。如今，麦秆画已成为通渭县一张

闪亮的文化品牌。

让更多的人掌握麦秆画作画技艺，是冉小

琴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心之所向。这些年，她先

后培训了 2000 多名学员学习麦秆画，不仅使麦

秆画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还带动许多乡亲走

上了增收致富之路。

执秆为笔，在冉小琴的巧手下，黄土地上一

根根金色的麦秆幻化成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

她用麦秆演绎自己精彩人生的同时，也使麦秆

画这一非遗项目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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