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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守中发展

▶▶▶

进入纯复镇，就能看到在场镇口醒目的非遗
文化广场。剪纸、飞龙、农民画等非遗元素，把广
场装点得独具特色，成为集中展示当地非遗成
果、普及非遗知识的平台。除了广场，漫步整个
场镇，人们都会发现带有纯复剪纸元素的宣传标
语。

在“一剪之地”工作室，内容丰富的剪纸挂满
整个墙面。学员们认真装裱着自己的作品，大家
的脸上挂满笑意。

“作为一名扎根纯复的基层工作者，非常有
幸能参加此次培训。我是外地人，一来到这里就
对纯复剪纸感兴趣，同时也被王老师的剪纸艺术
所深深吸引。”学员夏锦浩说，“文化振兴为乡村
振兴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和精神引导，虽然学习
时间短暂，但纯复剪纸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
中。传承和发展传统民间文化，是我们这代人的
使命。”

据了解，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纯复剪纸民间
艺术，井研县相关部门积极将剪纸艺术带进校
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纯复剪纸。前不久，一
场“非遗课堂”在井研周坡素质教育基地精彩开
讲，纯复剪纸让同学们亲身体验到来自本土原汁
原味的非遗魅力。

“剪纸流传于民间、服务于民间。我们的教
学，主要是增强中小学生对美术、剪纸的认知，激
发他们的创作能力、思考能力，为他们的创作和
创新打下坚实基础。”王仲权说。

唯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
中普及，才能推动非遗从“活起来”到“火起来”。
如今，纯复剪纸以多种形式，走进群众生活。纸
上生“花”，纯复的非遗故事，精彩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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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复剪纸起源于农村，是
一种构图精巧、主题鲜明、剪
刻配合、刀法细腻的民间艺
术，“千剪不断，万笔相连”是
其最大特色。

提到纯复剪纸，不得不提
到纯复剪纸领军人王仲权，在
他三十余年的坚持下，不断将
纯复剪纸发扬光大。

“当年，我是纯复文化站
站长，在挖掘本地民间艺术
时，发现剪纸广泛流传，深得
群众喜爱。何不让更多人掌
握剪纸技法，将剪纸艺术传承
发展下去？”对此，王仲权将自
己的想法向上级文化部门作
了汇报，得到有力支持。1992
年，纯复第一期《剪纸培训班》
开班。此后，剪纸学员不断增
多，作品也随之增多，开始参
加各类活动展示，纯复剪纸的
知名度越来越高。

纯复剪纸扎根于劳动人

民深厚的生活土壤中，体现了
艺术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
神品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和生活情趣。王仲权说，“纯
复剪纸以刻为主，以剪为辅，
艺人注重从生活中汲取养分，
以现实生活中的见闻作题材，
以纯朴的感情与直觉的印象
为基础进行创作，除表现各行
业新气象以外，党建、廉政、产
业等也成为剪纸最常见的题
材。”

2006 年，纯复剪纸被列
入井研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今年82岁的王仲权，多
年来坚持带徒授艺，建立了一
支剪纸民间艺术队伍，用一幅
幅剪纸作品展现新时代的美
好生活。《反邪教剪纸组画》
《防疫在咱村》《迎省运爱家
乡》《激情省运精彩乐山》等系
列作品深受群众喜爱，获得业
内好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纯
复
剪
纸
的
﹃﹃﹃﹃﹃﹃﹃﹃﹃﹃﹃﹃﹃﹃﹃﹃﹃﹃﹃﹃﹃﹃﹃﹃﹃﹃﹃﹃﹃﹃﹃﹃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

“先把剪纸压平，涂胶
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近日，在井研县纯复镇纯复
街道“一剪之地”工作室，十
余名剪纸爱好者在剪纸老
师的指导下对自己的习作
进行装裱。

“这是今年举办的首期
纯复剪纸培训班。今天上
的是第三次课，大家已能简
单完成剪纸作品，今天学习
如何装裱。”纯复剪纸县级
非遗传承人王仲权说。

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
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
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
活动的民间艺术。井研纯
复剪纸有其独特的艺术特
点，深受当地群众喜爱。近
日，记者走进纯复镇，近距
离感受这门传统艺术的魅
力。

在发展中普及

井研周坡素质教育基地剪纸课堂 刘书杰 摄

◀ 王仲权
介绍剪纸作品

◀非遗文化广场

李国华：峨眉山居诗意浓

■ 郭明兴

李国华（1923——2014），广
东南海人，著名岭南画派山水画
家。 1936年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
校中国画系，受教于黎雄才、叶永
青、苏卧农、黄少强等岭南诸家。
1982年任广东画院专业画家，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李国华早期作品受岭南画派
大师影响甚深，在以后的创作道
路上，他汲取众家之长，坚持以写
生带动创作的理念，将传统笔墨
与自然实景相结合，以深厚的笔
墨功力再现自然景观，作品有一
种苍茫浑厚的历史感，于朦胧中
透出耐人寻味的神秘意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国华
入川游历峨眉山，在沿途采风写
生中，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先后
创作《峨眉道上》《峨眉虎溪桥》
《峨眉山伏虎寺》《洪椿晓雨》《银
杏茶寮》《峨眉金顶》等画作。作
品以水墨画为主，运用三远式构
图，采取强烈虚实对比、干湿互叠

技法，在笔力雄健的黑白空间里，
把仙山的峭奇险峻与烟岚逸动表
现得一目了然。

一幅创作于1996年的《银杏
茶寮》，画面是峨眉山路边的古银
杏树。他真实地勾画出古树的外
貌，在有笔有墨的构成中，潇洒自
如地施展着干皴湿染的技法，描绘
出银杏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的形
态。在写生创作时，李国华也特别
注意周围环境，不远处的路边茶
摊，时有游人停留，他将这个动态
景致作为画面背景，恰好构成了一
幅富有诗意的图画。李国华写生
峨眉山，留有创作谈：“在《银杏茶
寮》这幅画中，古银杏和当地的茶
寮给过往行人一种宁静的休息环
境，所以也作为我入画的题材。我
爱峨眉山居的宁静，我爱山间朦胧
如烟的景色。”

长期写生实践，形成了李国
华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站在传
统山水文化的高度，用精湛的笔
墨，忠实地再现自然，描绘出一
幅幅静美的山水画。

李国华李国华《《银杏茶寮银杏茶寮》》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贺艳

数字时代，技术为文化遗产阐
释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数字孪
生技术可以更好地记录、保存历史
文化信息；数据库、人工智能大模
型等技术可以对文化遗产进行更
精细管理与研究；虚拟现实技术可
以再现消失的传统；移动交互和数
字传媒可以带来更广泛的传播和
受众触达。

近年来，随着保护展示技术的
不断进步与数字化的广泛应用，越
来越多历史文化遗产得以焕发新
生，为观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亲历
感、沉浸感与参与感。生动新颖的
展示不但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喜爱，
也成为国际交流交往活动的重要
内容和形式，展现出既古老又时尚
的新时代中国形象。

比如，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鼓
楼，经过保护修缮并增设“时间的
故事”数字展后，丰富的沉浸式交
互体验与古老的券洞巧妙相融，以
寓教于乐的形式，生动展示了中国
古建筑、阐释了传统时空观，一跃
成为北京新“网红”，游人如织。又
比如，“平行时空：在希腊遇见兵马
俑”线上展，则是通过互联网搭建
起现代与过去、国内与国外的桥
梁。中希联合策展团队利用数字
资源共同完成了一场仿佛真实存

在的虚拟展览：在希腊国家考古博
物馆13号展厅中，中国将军俑与希
腊士兵俑面对面伫立，东方“华夏
衣冠”与西方“人体之美”的文明对
话，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
重。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培育新质
生产力，促进经济转型。数字科技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
可以更好地讲述可分享、有共鸣、
有温度的文化遗产故事，重构公众
与历史的情感关联，产生全新消费
业态，让文化遗产转变为城市新场
景、新热点。

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大用数字
科技保存和阐释文化遗产的力度，
加强公众理解，助力优秀传统文化

“破圈”传播，创造人类文明的当代
新形态、新成果、新动力；加大数字
科技赋能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和传
播的力度，使中华文化和各国文化
瑰宝跨时空呈现，让世界各地的人
更直观、更便捷地体验和分享；加
大全球数字科技应用于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的力度，打通数字内容+
智能装备+数字消费产业链，构建
数字经济新增长点。

通过数字技术，让不同年龄和
文化背景的观众跨越时间和空间
的壁垒，重新了解和认知过去的文
化传统，是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展示
利用的重要发展方向。

数字技术让文化遗产可亲可感

剪纸爱好者习作装裱剪纸爱好者习作装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