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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郭鹏昌 罗晓川 文／图

近日，云南大理璞真两代人扎染
作品《蛮王礼佛图》《山峦》亮相中国工
艺美术馆“非遗正青春”专题展。大理
白族扎染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背后，
折射的是这项非遗技艺两代人的传承
和创新。

夏日的阳光透过朵朵白云，温暖着
苍山洱海。在苍洱间的大理市喜洲镇
周城村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的作坊
内，白族扎染技艺州级代表性传承人
段袁正在父亲段树坤的精心指导下，
学习扎染技艺。每一个环节，段袁都
会认真学习，动手实践，承习着这一
古老的技艺。

段袁出生于扎染世家，父亲段树坤
是白族扎染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母亲段银开是白族扎染技艺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1998 年，段袁的父母在
继承白族传统扎染技艺的基础上，重
建祖上传下来的家庭作坊“璞真染

坊”。段银开负责“扎”，在传统 30多种
针法的基础上，又创新出 100 余种针
法。段树坤则负责“染”，开发栀子果、
藏红花、苏木等一系列天然染料，让扎
染不再拘泥于蓝色。

“我们是一个扎染世家，在两代人
的传承中，父母对我都是言传身教，从
小看着他们做扎染，我会帮他们简单
做一些晾布、染色、整理染料等工作。”
段袁说。

周城村被誉为“中国白族扎染艺
术 之 乡 ”，拥 有 600 余 年 的 扎 染 历
史。经过多年的收集和创作，白族扎
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段树坤、段银开
夫妇在周城村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白
族扎染博物馆——大理市璞真白族
扎染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传统扎染图
样 1800 多张、模板 3600 多块、传统扎
染 品 700 多 件 、创 新 扎 染 花 纹 图 案
2000 多种。

针法不变，染技依旧。在父母的精
心教导之下，段袁不仅学会了白族扎染

这一古老的传统技艺，还对扎染产品进
行了创新。“父辈主要做传统的扎染产
品，我把传统技艺和现代设计相结合，
设计床上用品、室内装饰、玩偶、笔记
本等文创产品，把这些产品融入到现
代生活当中，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
扎染。同时，我们也利用互联网平台
同外界合作，把扎染更好地传承下去。”
段袁说。

《蛮王礼佛图》是《张胜温画卷》的
内容之一，为宋代大理国画工张胜温
及其弟子们所绘。在父亲的指导下，
段袁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用传统的白
族扎染技艺，完成了《蛮王礼佛图》的
创作。

段树坤说：“这次我们参加展出
两 幅 作 品 ，其 中 一 幅 是《蛮 王 礼 佛
图》，我们耗时一年多的时间扎制出
来，这个作品工艺流程比较复杂，不
仅是一个大型的作品，里面还有很多
扎染的细节、针法、扎法。任何时候
的传承和创新，如果寄寓于在传统的

基础之上，它就有生命力。”
为了更好地体现苍山山峦叠翠的

效果，在父亲的指导下，段袁经过反复
实验，最后选用了仿龙花针法，完成了
扎染作品《山峦》的创作。非遗作品既
传承了古老的技艺，又赋予了产品的
新生。段袁等非遗“年轻态”传承人，
正用灵巧的双手和满腔的热爱，为古
老的技艺注入新的生命力。

“儿子的作品《山峦》，是用他新
的思想和新的染色工艺完成的，把
大理的苍山淋漓尽致地诠释在作品
里面。”段树坤说，“我认为，扎染不
只 是 一 个 民 族 的 符 号 和 技 艺 的 传
承，还是穿梭在苍山洱海之间的蓝
天白云。扎染的最好传承就是让传
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现代设计融
入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
这也体现了我们在新时代下如何实
现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级白族扎染
技艺的传承保护，创新就有了新的
方向。”

白族扎染的传承接力与“年轻态”赋新转型

段树坤（右）在精心指导儿子段袁学习染布技艺。（摄于6月18日）

扎染作品《蛮王礼佛图》。

扎染作品《山峦》。

□ 通讯员 张冬鹏 邓永凤 文／图

6月 17日，宾川县大营镇瓦溪完小
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以“融
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的
大营镇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
传展示活动在校园里掀起热潮。

白族剪纸的巧思、泥塑的质朴、
白族刺绣的绚丽、洞经古乐的悠扬，这
些承载着时光重量的千年非遗技艺，在
孩子们好奇的目光与灵巧的双手中，焕

发出青春活力。

小手巧作，老手艺新传承
活动当天，校园化身非遗体验馆。
洞经古乐演奏区，稚嫩的童声与

白发苍苍的演奏者的浑厚吟唱奇妙交
织，古老的旋律在代际相传中流淌出
新的生命力；白族刺绣架前，孩子们
屏息凝神，在传承人手把手耐心指导
下，一针一线穿梭于彩线之间，一朵
朵稚拙却饱含心意的花朵在布面上悄

然绽放，针脚虽稚嫩却饱含专注；剪
纸台旁，孩子们惊叹于传承人手中翻
飞变幻的精美图案，争先恐后地询问
秘诀，在折叠与裁剪中探索剪纸的无
穷魅力。

泥塑区热闹非凡，孩子们挽起袖
子，让泥巴在指尖自由跳跃、塑形。
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赋予泥土鲜活
的生命，浩瀚神秘的星空与弯月、栩
栩如生盘踞而起的灵蛇、憨态可掬的
巨型蘑菇……一个个充满童趣与个性
的泥塑作品，在欢声笑语中诞生。“我一
直对泥塑很感兴趣，今天很开心能亲
自体验制作泥塑作品。”瓦溪完小五
年级学生周梓扬开心地说，制作过程
中大家互帮互助，懂得了合作的重要
性。此刻，泥巴也成为孩子们表达内
心奇思妙想、触摸传统工艺温度的独
特媒介。

“孩子们想象力很丰富，他们做出
了很多我都想象不到的作品，以后我要
多和中小学生进行交流，多了解他们的
想法，多进行思想上的碰撞，这样才能
为非遗泥塑注入新的活力。”大理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泥塑）代表性传
承人李兴成说。

对话传承，非遗薪火代代传
“奶奶，剪纸的花纹怎么设计呀？”

“绣一朵花要多久呢？”“爷爷，你们拿的
乐器分别是什么？”……

孩子们好奇的询问与传承人耐心
的解答，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

品”，而是触手可及的鲜活记忆。
“今天这场活动很有意义，孩子们

积极参与体验各项非遗，与各类别的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深入交流，增加了他们
对非遗的了解和喜爱。”李兴成说，孩子
们每一次专注的穿针引线，每一次好奇
的询问，每一次捏泥塑时的大胆尝试，
都是非遗在新土壤中萌发的新芽。

活动结束时，孩子们兴奋地相互展
示自己的泥塑、剪纸、刺绣作品，分享着
体验感受。大家纷纷表示，通过亲手触
摸和尝试，深刻感受到这些“老手艺”的
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今后要多了解非
遗，多为传承非遗出份力，让非遗一直

“年轻”下去。瓦溪完小六年级学生
周梓祺：“以后我要多为非遗的宣传努
力，让非遗传承更加鲜活。”

融入现代，非遗活力在线
这场“非遗进校园”的沉浸之旅，不

仅是一场技艺的启蒙，更是一场少年与
非遗的“双向奔赴”。

李兴成说：“我要努力将非遗融入
现代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了解非遗，自觉加入守护非遗
的队伍，做到代代相传，不让非遗丢失
断代。”

非遗的“传承密码”，藏在孩子们
眼里的星光中，藏在他们手中的作品
里，更藏在他们“守护非遗”的誓言
里。当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融，非
遗的传承必将生生不息，绽放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非遗进校园 文化润童心

孩子们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刺绣。（摄于6月17日）

本报讯（通讯员 杨进军） 近日，
“我的校名我来写”首期优秀作品颁奖
暨展示活动在大理市凤仪镇中心完小
举行。

学校大门口的校牌，可以说是学校
的“门面”。作为学校的重要文化标识，
校名不仅彰显着学校的文化底蕴和内
涵，还具有很强的符号互动功能，这一

“门面”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如今，凤仪
镇中心完小却打破常规，把校名的“题
字权”交给了学生。

据悉，凤仪镇中心完小从春季学期
开学后筹划“我的校名我来写，两周一
换展风采”活动，面向全校学生征集校
名书写作品，由评审组评选出优秀作品
后，每两周一次在校门口裱框展示。6月
9 日，学校举行了首期优秀作品颁奖暨
展示活动，对评选出的 9 件优秀作品进
行颁奖，并在校门口裱框内展示了首件
作品。

“平时我们看到的校名题字，基本

上是名人书法，发动学生写校名，悬挂
在校门口，确实是别出心裁！”“定期更
换学生书写的校名，不同学生都能展
示自己，这就是文化自信吧！”……很
多家长和从校门经过的各界人士，看
到学生书写的校牌，都会驻足观看，赞
不绝口。

凤仪镇中心完小校长赵建丹表示，
学校把校名的“题字权”交给学生，目的
就是借此教育学生写好中国字、做好
中国人，写字要用心、做人要真诚；让学
生真正做学校的小主人，让所有学生做
学校的创建者、见证者、书写者、管理者。

“‘双减’背景下，凤仪镇各学校更
加重视学生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凤仪
镇中心校负责人表示，“中心完小学生
书写校名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在参与
校园文化建设中提升归属感和认同感，
增强主人翁意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
们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增强
文化自信。”

“我的校名我来写”

小学生的字成了学校“门面”

巍山县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进行高风险事件应急抢救
演练。（摄于6月18日）

今年6月是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
找身边安全隐患”。连日来，该院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宣传，提升应急能力，筑牢安全底线，确保医疗工作安全、高效
运行。 ［通讯员 饶国生 张艳敏 摄影报道］

6月18日，鹤庆县人民医院在西邑镇炉坪村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月月有义诊
活动，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为乡村群众筑牢健康防线。

活动中，医生们耐心为村民量血压、测血糖，开展眼病筛查、心电图检查等基础医
疗项目，并发放健康教育资料。医生们还结合村民具体病情，指导日常用药，提出治
疗方案和饮食建议。本次义诊共接诊群众60余人次，发放健康资料100余份。

［通讯员 张荣华 彭艳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