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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淘文

2024年的除夕夜，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形式
的创新融合成为今年春晚的一大亮点。春晚的中国传
统纹样创演秀《年锦》选用了中国古代寓意吉祥祝福的
代表纹样，上演了一场“人从画中来”的霓裳大秀。节目
选用了汉、唐、宋、明不同朝代寓意吉祥祝福的代表纹
样，与华丽的舞美技术相融合，交织出一幅跨越千载的
纹样变迁图卷。

总台龙年春晚总导演于蕾表示，图案纹样诞生的时
候就是民众的艺术，千百年延续至今，纹样仍是生活里最
经典的东西，我们希望用最惊艳的视觉语言和文艺表演
把它呈现出来。

“敦煌少女”常沙娜亲自设计纹样

《年锦》中出现的纹样出自93岁的敦煌艺术与工艺美
术设计研究专家常沙娜先生，这也是她首次为春晚亲手设
计纹样。优美典雅、别具韵味的中国传统纹样，寓意吉祥
喜庆和对幸福繁荣的美好向往，将长乐安康、富贵如意的
祝福送给广大受众。常沙娜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这
一辈子都在跟纹样打交道，但给春晚设计纹样这是头一
回。传统纹样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厚度，感受到感性的温
情，更可以通过现代设计的形式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品格。
传统纹样代表美好祝福，把纹样应用在春晚舞台，是春晚
给所有观众的祝福。

常沙娜先生有很多身份，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
究专家、人民大会堂装饰设计师、新中国第一份国礼设计
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会长，但她总是向别人介绍自
己：“我是敦煌人”。

敦煌是常沙娜先生的一生挚爱，20岁时，她因为在敦
煌壁画的临摹上颇有天赋，被选中参与设计了新中国第一
份国礼。她结合敦煌元素中的“鸽子”纹样，设计出景泰蓝
和平鸽大盘、和平鸽丝巾等一系列国礼产品。此外，在人
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等不同年代的
国家形象和城市地标性建筑装饰的敦煌元素，也都倾注着
常沙娜先生的设计心血。常沙娜表示，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创作思想，是文脉，更是自信，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式审美。中国传统纹样就像今天年轻
人的问候语和网络表情图，它产生于人民，从古到今，人们
赋予纹样自己的故事和寓意。”

谈及工匠精神，常沙娜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重
视工匠精神意味着我们国家更进步了，在稳定的经济条件
下发展文化是很对的，这可以提升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
及人们爱国、爱家的意念。“我算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最老的

一位工艺设计师了，经验告诉我，当代工匠必须要有文脉
根基和创新思想，符合时代之需，才是好的工匠。”

2023 年 5 月 8 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致敬
1953：馆藏“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作品选粹展览开
幕式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会长颁授仪式，常沙娜先生
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会长。常沙娜先生在致辞
中说：“我把未来交给在座更年轻的下一代人，希望你们一
定要把握住中国工艺美术的传统精神，并与时代一起进
步，创新之中不躁进，不忘传统，好好地把古典的智慧、美
学技艺在当代发展下去。把‘守正、创新’铭记于心。希望
在座各位，我们一代代传承，努力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
具有特色的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中，让世界都能看到中国
民间生活之美。”

光阴太短，热爱太长。“我从六七岁就跟着爸爸走，走
走走，一直走到现在，我都93岁了。”常沙娜先生为敦煌艺
术保护和传承倾注毕生心血，敦煌艺术瑰宝传世，其惊艳
之美也浸润着她的每一寸岁月。

“中山绣娘”周雪清展现非凡匠心

《年锦》节目中，精致风韵的中国传统服装惊艳全场。
其中，一套宋代服饰上的刺绣，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刺绣艺术专委会委员、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山职业技
术学院服装专业教授、“中山绣娘”周雪清之手。

周雪清大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接到这个任务时，
实际上时间非常赶，一共做了两件服装，一件是用密实的
一些针法去体现，还有一件是用一些简单的、图腾式的针
法去表达。我非常感恩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春晚的
平台让刺绣技艺得到传播，对于我自己或者是刺绣这个行
业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绣娘要在宋代名贵面料“宋罗”上绣制图纹的难
度非常高。为了更好地还原宋代服饰精髓，周雪清参
考了宋代时期《捣练图》等的绘画技巧后，才决定刺绣
丝线的颜色。周雪清大师说：“在宋罗上面把图纹绣
出来，是要比我平时用一块平整的底料复杂得多，因
为宋罗本身的织纹是有疏密的，考虑到它的位置，我
们每一个针的排针都是要讲究的。”

据了解，中国传统服饰发展到宋代时，无论从服
饰面料、样式、图案等都已经十分丰富，服饰上的每个
图纹都代表着不同的寓意。通过刺绣将各种图纹以

更精美的方式呈现，以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为全国
人民送去了新春祝福。

周雪清大师表示，“牡丹花代表了荣华富贵，百合象
征着家庭美满，我以刺绣中吉祥的寓意向全国人民拜
年，希望我们的家庭幸福美满、生活荣华富贵，我们祖国
国泰民安。”

李艳大师“双面绣影”展现三湘美景

在今年春晚湖南长沙分会场，浓郁的湖湘文化特色吸
引了亿万观众的目光，一场融合了湖湘山水的锦绣画卷在
观众面前徐徐展开。在特别节目中“双面绣影”的华丽绚
烂格外引人注目，将湘绣艺术呈现在全球观众的眼前。“双
面绣影”节目中的湘绣作品，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刺绣
艺术专委会主任、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李艳设计并领衔刺
绣，作品将湖湘山水的壮丽、星城烟火的绚烂，通过湘绣的
艺术表达方式向世人娓娓道来。

节目中展示的“双面绣影”作品，一面呈现了湖南著名
风景名胜张家界的自然风貌，以传统针法结合交叉针、排
列针表现沟壑山石、飞瀑流云，别出心裁地用打子针点缀
前景的树叶，使其质感逼真。整幅作品丰富斑斓，看似粗
犷，却处处彰显精细别致。另一面则展现了烟花绽放之时
长沙城市的盛况，以李艳大师创新的针法毛针、汗毛针等
结合经典针法长针、短针、柳针、散套针表现烟火的璀璨，
无数朵烟花定格在星城上空，这一刻构筑了长沙独特的风
景线，亦彰显长沙这座城市朝气蓬勃、青春活泼的现代城
市形象。

湘绣匠人被誉为针尖上的舞者。节目中运用了大量
先进的影视技术，通过细腻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将自然
之美和人文之情完美融合，将观众带入一个色彩斑澜的湘
绣世界，舞蹈演员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空间中翩翩起舞，
与湘绣艺术融为一体，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艺术的双
重盛宴。跟随春晚的镜头，让人沉醉于用湘绣构筑的三湘
美景之中。

春晚演绎跨越千年的美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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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鲤

这个春节，相信不少读者都被一则视频所
感动。

在广东揭阳，一名小女孩在路边练习舞狮，恰
好孙振高武术学院的专业舞狮表演队经过，在等
待红灯时，车上舞狮乐队成员们自发地为小女孩
敲锣擂鼓，呐喊助威。霎时间，车上鼓点铿锵、锣
镲齐鸣，“小狮妹”伴随着鼓点的节奏，闪转腾挪，
步伐稳健，摇头摆尾，神采飞扬。一分钟后红灯变
绿舞狮队驶离，“小狮妹”连续横甩狮子头，向车上
的前辈表示致敬与感谢。

视频一经发布，不少网友都被这场即兴的表
演所感动，纷纷送出了真挚的祝福和赞美：“小狮
子找到了妈妈”“这就是传承的力量”“我看到了传
统文化在新生代的手中发出了熠熠光彩”。与此
同时，孙振高与孙淑文两代大师的名字也深深地
留在了万千网友的心中。

从山东济南传统高跷表演中“酸妮儿”成为网
红，到潮汕英歌舞在英国伦敦“炸街”爆火，再到揭
阳“小狮妹”的“一舞动天下”，越来越多濒临失传
或日趋小众的传统文化技艺，在传统节日喜庆热
烈的氛围中，在短视频和直播的技术推动下，以守
正创新的姿态重新回归当代观众的视野，将传统
文化的铿锵之音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
心中，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出的勃勃生机。

非遗技艺传承的动力来自于国家大力的支
持，也来自于无数非遗传承者几代人不懈的坚持
与努力。如何让传统非遗技艺在新时代重现华
光，如何让古老的艺术形式走进当代观者的心中，
成为众多非遗传承人努力的方向与前行的动力。

曾几何时，很多传统行业里都流行着“教会徒
弟饿死师父”“宁舍二亩地，不舍一门艺”“传内不
传外”的陈规陋习，门户之见与技艺封锁严重束缚
了传统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众多非遗技艺在
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成为博物馆中的展品和收
藏家手中的珍品，曾经汇集民间能工巧匠心血的
非遗技艺，逐渐脱离了群众，逐渐变得小众，技艺
传承举步维艰。

如今，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深刻地认识到，
只有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才能让自己坚守
的这门古老技艺不断发扬光大。非遗传承的核心
在于人，一方面是传承人，另一方面是欣赏者，二
者缺一不可，互相陪衬。

为此，无数非遗传承人开始不断地创新尝试，
为广大非遗技艺的爱好者敞开了学习的大门，让
传统技艺重新回归当代生活。在“先尝后买”、化
整为零、大器小作、文旅融合、跨界联名等创新传
播形式的推动下，昔日阳春白雪的小众技艺，如今
以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融入了百姓生活。大师进
校园、非遗体验课、博物馆深度游、大师工作室研
学之旅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将传统非遗技
艺的星星之火根植在广大青少年的心中，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非遗
技艺的传承培育出潜在的接班人与继承者。高技能人才教育体系
不断完善、大师工作室落地生根、专业级赛事遍地开花、职业技能职
业竞赛硕果累累，曾经的“小学徒”成为了为国争光的“大工匠”，登
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

这个春天，传统非遗技艺站立在了新时代的潮头，无数的传承
人迎着时代的春风向上发芽、向下生根，为我国非遗技艺的传承与
发展守望相助、增砖添瓦。正如一位网友在“小狮妹”视频的留言所
说：“感谢匆匆赶路的你们，也许你们的演出即将开始，但却把盛大
的开场留给了一只小狮子，擦身而过的传承居然那么有力量，相信
你们传递的火种，从此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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