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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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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梦蝶，1973 年出生，宁夏银川
人，大专文化程度。2013 年被认定
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艺苑撷英——2024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日
前在北京举办。60余位曲艺工作者在 3天时间里为观众奉
献了 3场演出，包括 16个曲种的 21个节目精彩亮相，展示
出新时代曲艺人才积极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南音《庭院七弦响》展现了南音曲调优美、韵味悠长
的艺术特色，对口单弦《体坛新曲》生动讲述体育健儿
为国争光的故事，绍兴莲花落《回娘家》传递积极向上
的家庭观念……此次展演中既有多年来常演不衰的经典
作品，也有新近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精品，体现出全国各地
不同曲种的独特魅力。

据悉，展演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
国曲艺家协会主办，旨在选拔培养一批在曲艺事业守正创
新和传承发展上有突出贡献和优异表现的青年曲艺人才，
为他们成长成才搭建高水平展演展示平台，推动形成优秀
曲艺人才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据新华社）

新华社雅典电“北京‘双奥’与中华文化”主题展览近
日在希腊雅典市政府新文体中心拉开帷幕。本次展览通过
图片、文字、实物和视频资料等多种表现形式，展现了奥林
匹克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独特魅力。

本次展览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由“北京奥
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形
象景观”和“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场馆设计”三个部分
组成。展览创造性展示了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在开闭
幕式、形象景观、场馆设计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元素，包括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二十四节气等。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付晓辉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北京和雅典同为世界奥林匹克城市联盟的
成员，肩负着传承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城市发展的共同责
任。他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奥运博物馆间的互动合作，推
动北京、雅典奥运城市间的交流。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在视频发言中表示，这次
展览借助奥运会这个平台，让中希两国之间的体育和文化
交流更加紧密。

宁夏 艺人

1973年，陆梦蝶出生于银川市永宁县的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父亲是宁夏人，母亲是陕西人，家中有兄弟姐妹
五个，陆梦蝶排行老大。儿时的陆梦蝶和同龄的孩子一
样，活泼好动，爱跑爱跳，恰如其名“梦蝶”，如梦似幻、自
由飞舞。但是不幸却在陆梦蝶 15岁时悄悄降临，这一
年，她因为化脓性关节炎不得不休学。此后，陆梦蝶又
陆续患上了左眼虹膜睫状体炎、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
疮等多种疾病，请假、住院、休学成为常态，她只能断断
续续上课，总算完成了高中课程。好在经过顽强拼搏，
陆梦蝶考取了天津轻工业学院（2002年更名为天津科技
大学）乳品工艺专业。上大学期间，在和疾病抗争中，陆
梦蝶辗转反复于医院和学校之间，最终在学校老师和同
学们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学业。大专毕业后，她进入
银川市乳品厂工作，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天有不测风云。本以为大专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就
能迎来崭新美好的生活，可是命运再次无情地捉弄了
她。1999年，陆梦蝶由于红斑狼疮，股骨头坏死，不得已
动了手术。术后一年不到，因为受寒，全身关节变形而导
致瘫痪。2002年，陆梦蝶又遭遇离婚，结束了 4年的婚
姻。2003年，由于国企改制，陆梦蝶被迫下岗，成了失业
人员。在短短的 3年里，陆梦蝶经历了瘫痪、离婚、失业
的三重沉重打击。那时的她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
动，是那么的无助、无奈、沮丧，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然而，性格顽强坚韧的陆梦蝶不甘心命运的摆布，
内心深处如同彩蝶飞舞般的梦幻犹存。她经过一段时
间的自我调整，接受了现实，想方设法让自己“动起
来”。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经过一年的刻苦训练，陆梦蝶
终于能够拄拐行走。继而，她动起了自食其力的念头，
首先想到的是写作和剪纸。她觉得写作离自己最近，还
可以获得稿费。于是，她克服身体上的病痛，陆续写下
几百万字的书稿，迄今为止已出版《偶是农民》《梦随蝶
舞》《水晶绿》《幸运情书》等五部书籍，并成为宁夏作
协会员。不仅写作，她还想到了剪纸。陆梦蝶的母
亲是陕西人，擅长剪纸，姥姥及太姥姥也都是剪纸高
手。母亲嫁到银川后，把陕西那边的剪纸技艺也带了
过来，逢年过节，会在家里的方格窗户纸上贴满红彤彤
的剪纸。耳濡目染之下，陆梦蝶少年时期就学会了简
单的剪纸技艺，时常剪些花花草草，用于班级墙报等美
化装饰。她还用剪纸图案装饰自己的作业本。儿时
的剪纸爱好，不承想成为她日后战胜病魔的神丹妙
药及心灵鸡汤。

2004年，她正式开始了民间剪纸的实践探索。那

年，陆梦蝶在前往北京访友的途中，途经河北省蔚县，在
那里她欣赏到了大名鼎鼎的蔚县剪纸。蔚县剪纸源于
明代，在清代末年发生巨大改革，由“剪”变“刻”，并开
始染色，是国内别具一格的套色剪纸。看着已成规模
甚至开始商业化的蔚县剪纸，陆梦蝶大受启发，回家
之后，她重拾了剪纸技艺。一开始，陆梦蝶的手由于
关节严重变形，根本拿不了剪刀。但由于她的顽强坚
持，终究克服了困难，剪出了一幅又一幅惟妙惟肖的
剪纸图案。在她与疾病抗争的日子里，要么奋笔疾
书，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所思所想；要么拿起剪刀，用民
间剪纸刻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并把剪纸用作
书中的插图。她很快发现，小小的剪纸竟能带给她幸
福感。如她感言：“恰恰是剪纸这一小爱好，在我最落魄
的时候给了我希望。写作是需要情感付出的，是情绪化
的，而且会把人带入这种情绪化。但是剪纸它能带给我
平静和安宁，剪纸给我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治愈，我觉得
这是艺术疗愈的一种方式。”

陆梦蝶病情稍有好转，就想着要为家乡人做点实
事。她在村里开办了一家“田野书舍”，为村民提供阅读、
娱乐休闲的环境。还为小学生们辅导数学、英语作业，为
妇女们传授剪纸技艺，让家乡人分享她的读书、写书及剪
纸的快乐。也正是农家书屋的影响力，让她的剪纸才能
为人所知。2004年 10月，陆梦蝶的 30多幅剪纸作品被永
宁县宁和家园选中，喷绘于一面围墙，形成了很好的美化
装饰效果，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些酬金。这是陆梦蝶第一
次通过剪纸获得的经济收入，让她对自立自强更加充满

了信心和勇气，也更加努力钻研剪纸技艺。
随着她的剪纸技艺不断精进娴熟，她先后创作了大

量作品，多幅作品入选各种展览并获得奖励。2008年，
陆梦蝶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昼夜不停地剪了 6000多只
蝴蝶，从中精选出 2008只，组成了精美的图案在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祥云小屋”的宁夏非遗展中展出，她用自己
的剪纸语言，为 2008奥运会献上了一份特殊而美好的
祝福。同年，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陆
梦蝶创作了《和谐宁夏塞上江南》剪纸作品，一举夺得第
四届国际剪纸艺术展金奖。2009年，陆梦蝶又获得中国
鱼文化剪纸大赛银奖。2010年，陆梦蝶参加上海世博
会，代表宁夏残疾人在生命阳光馆进行了剪纸展演。
2013年，陆梦蝶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剪纸）代表
性传承人。

陆梦蝶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之前，就开始
了剪纸技艺的传承活动，经常应邀前往永宁县的一些学
校、银川市回民一小、宝湖中学等中小学校进行剪纸教
学活动。并应邀为一些村镇、社区的残疾人传授剪纸技
艺，还在网上指导愿意学剪纸的人，甚至还为一些身居
海外的华裔女性教剪纸，让她们表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热爱之情。陆梦蝶尽自己所能，为民间剪纸的传承
作了突出的贡献。

陆梦蝶自从全身心投入剪纸艺术以来，被剪纸艺术深
深吸引，并经常思考剪纸的相关问题。她认为，剪纸能
传承这么多年，比起登上大雅之堂，它的生命力更在民
间。会写字的人写春联，没有上过学、习过字的人可以
用剪纸的图案来解读和表达中国汉语言，给一个抽象
的概念以具体的形象，传统剪纸里面包含的才是真正
的中华文化。剪纸图案团花就是一种平衡、对称、秩序
感的美，包括它象征的团圆、圆满，都是我们中华文明
追求的一种文化信仰。还比如《福在眼前》图案，是蝙
蝠衔着两枚钱币，它通过谐音把抽象概念的汉语字符
具象化为蝙蝠、钱币这样具体的物的图案，很有哲学意
味，即把眼前的事做好了，明天自然会是好的。正是对
剪纸的深刻理解，陆梦蝶经历了从传统到创新，又回到
传统的剪纸道路，极力守正创新，坚持正确的民间剪纸
传承方向。

陆梦蝶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命运多舛。成人后的
陆梦蝶虽然未能像一只梦中的蝴蝶体态轻盈地自由飞
翔，但她有幸和民间剪纸结缘，在她生命的低谷，是神奇
的剪纸艺术所蕴含的喜庆美好带给她勇气、力量和希
望。她深入剪纸的世界中，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恬淡，
变得阳光、乐观、热忱。她高洁的人格将如梦中之蝶，永
远翩翩起舞，咏唱生命的赞歌。

（本文摘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实录·
银川卷》作者：武宇林 杜 丹 张 洁 马慧玲 图片为书内
插图）

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陆梦蝶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陆梦蝶::

《农家书屋》

《团花彩妆》

16个曲种亮相“艺苑撷英——2024年
全 国 优 秀 青 年 曲 艺 人 才 展 演 ”

“北京‘双奥’与中华文化”
主 题 展 览 亮 相 雅 典

日前，在泾县昌桥乡孤峰村，国民油布伞厂的工人在晾
晒油布伞。

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昌桥乡孤峰村的国民油布伞厂
生产的传统油布伞，是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泾县油布伞
制作技艺是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把油布伞制作
分为制作伞长骨、穿制伞架、油制伞面、晾晒等 12 道大工序
88道小工序。 新华社发

希腊观众在主题展览上欣赏书法表演。

新华社哈尔滨11月17日电 11月 16日晚，记者从龙江
森工集团有关部门了解到，集团所属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
司“中国雪乡”景区于 11月 17日零点正式开园。

“中国雪乡”景区坐落于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与老爷岭交
会处，位于龙江森工集团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施业区，山
高林密，拥有“夏无三日晴，冬雪漫林间”的奇特小气候，雪
景千姿百态，仿佛冰天雪地中的“世外桃源”。

据悉，雪乡 10月 22日迎来今秋首场降雪。经过多场降
雪后，目前景区“雪蘑菇”“雪蛋糕”等特色风景已初具雏
形，4000盏红灯笼已高高挂起。景区开园后，花车巡游、大
秧歌、雪地蹦迪等活动也将如约而至。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为迎接 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集
团公司今年对雪乡景区的各项娱乐项目从形式、内容、体验
感等多方面进行焕新升级，同时修建了奇趣森林栈道、雪源
大街沿河商业街，打造“狗熊岭”网红打卡点，给游客带来
更加丰富愉悦的游玩体验。

据了解，今年“中国雪乡”景区将继续为游客提供免费
姜茶热饮、免费行李托运、行李寄存等暖心服务，并为工作
人员统一配备了“有事找我”胸牌，以便及时帮助有困难的
游客解决旅游期间的困难和需求。

焕 新 升 级 迎 亚 冬
“中国雪乡”正式开园

起源与用途

关于抹额的起源，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抹额
是由古代首服“頍”演变而来。頍形式简单，一
般是箍于发际的布条或革条，用以保持头发整
洁和发冠稳定，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诗经·
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实维在首。”

据史料记载，抹额起初作为北方民族的
御寒之物，是用来遮挡面部和保护额头的头
饰。《续汉书·舆服志》注，胡广曰：“北方寒
凉，以裘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以
既抹额之滥觞。”

传入中原地区后，抹额逐渐变为军队中
兵士所用之物，成为军队的标识。秦汉时期，
军将武士大都佩戴抹额，不同的军队使用不
同颜色的抹额，方便在战场上区分敌我；同一
军队里将领和兵士也使用不同颜色的抹额，
以区分身份。《中华古今注》“军容抹额”条记

载：秦始皇巡狩至海滨，亦有海神来，皆戴抹
额绯衫大口袴，以为军容礼，至今不易其制。

秦汉之后，抹额在军队中的使用逐渐减
少，但在皇室仪仗队中仍有使用。直到唐代，
将抹额作为仪仗之用的传统还一直被沿袭。
如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仪卫图》中，仪仗
队头戴幞头，包裹红色抹额，身穿圆领袍，足
蹬乌靴，显得威严肃穆。

在民间，抹额的主要功能是束发，便于劳
作。到了冬季，抹额亦具有保暖功能，有些抹
额宽阔的两端甚至可以将耳朵盖住。冬季佩
戴的抹额材质一般为绒布、毛毡等厚实材料，
富贵人家也会用貂鼠毛、水獭毛等制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抹额逐渐演变为纯粹
的装饰品，老少咸宜，不再局限于男性或特定
的职业。

流变与发展

唐代，军队武士、皇室仪仗队多将抹额与
幞头配合使用，在《明皇幸蜀图》中可看到这
类抹额的佩戴方式。受到“女效男装”的风尚
影响，不少女性模仿男性的装扮，也开始佩戴
抹额，平添了几分英姿。如陕西礼泉昭陵新
城长公主墓壁画中，侍女手捧烛台，佩戴红地
白纹抹额，身穿圆领对襟窄袖袍，为男子装
扮。再如陕西咸阳礼泉唐段简璧墓壁画中，
三侍女垂手站立，最右侧一人戴有抹额。

宋代，抹额在制作上比先前更加讲究，通
常将五色锦缎裁制成各种特定的形状，彩绣
的运用让抹额更显华丽，珍珠宝石的点缀也
使抹额逐渐向首饰转变。

在明代，抹额的流行程度达到高峰，除了
布条围勒在额头的传统形式外，还涌现出多
种新颖的样式。如有的缝制成菱形，紧扎在
额上；有的用黑色丝帛贯以珠宝，悬挂在额
头；还有的用丝绳编织成网状，上缀珠翠花
饰，使用时绕额一周，系结在脑后。

清代，抹额在材质和装饰上更加丰富多
样，如有纱、罗、绸、缎等制成的抹额，配以精
美刺绣和珠宝，展现出当时人们独特的审美
风格。清代，金、银、玉、翠等贵重材料也都被
用作抹额的装饰。这些贵重材料的加入，不
仅使抹额更加美观，还彰显出佩戴者的身份
和地位。清代抹额的图案也很有特色，有顺
风得云、海棠金玉、子孙福寿、六合同春等吉
祥图案，还有“福、禄、寿、禧”等吉祥文字，寄
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抹额从北方传入中原并得以发展，从这一
演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抹额不单具有束发、御寒的实用功能，更因其深
层次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古代不同时期的政治
经济文化特点以及人们的审美趣味。这一头饰
不仅仅是装饰品，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展示着
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发展。（据《中国民族报》）

抹额：额间一抹倾城色
抹额，从字面来看，

“抹”为动词，系扎、紧勒
之意，“额”即额头，“抹
额”的意思是额头系扎的
用布帛织锦物折叠或裁
制成的条状头饰，也被称
为额带、头箍、眉勒。

抹额这一头饰常出
现在古装剧中，在古装仙
侠剧《陈情令》中，主角蓝
忘机就经常佩戴一条精
致的抹额。抹额简洁的
设计和淡雅的色调，以及
与人物角色发型和服饰
的相得益彰，不仅体现了
蓝忘机清冷孤傲的气质
和内敛深沉的性格特点，
而且展现了中国古代服
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再
如 1987 年版电视剧《红
楼梦》中，女性角色的抹
额往往十分华丽，上面或
绣有精美的花纹，或镶嵌
珠宝，既彰显了其社会地
位和财富，也体现出审美
情趣。

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贾母与王熙凤都
佩戴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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