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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永济市蒲州陶工艺大
师李文龙的蒲州陶工艺品烧制出炉，
让游客赞不绝口。

永济古称蒲坂，传为舜都，是“舜
陶河滨”故事传说地。在永济市蒲州
镇古蒲州城，一项充满神秘色彩和独
特魅力的传统工艺——永济蒲州陶工
艺，历经千年传承与发展，见证了当地
历史的发展与演变，寄托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李文龙自小喜欢收藏，诸如木
器、玉器、茶盏之类的工艺品尽入囊
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聊
天，朋友抱怨外出走亲访友或团建
时，找不到能拿出手的伴手礼。

对此，李文龙对朋友说：“我这
里有建盏，要不你拿一个？”

朋友表示，人家福建建阳南平的
盏和永济又没关系，自己想拿具有永

济本土属性的东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文龙随后

就开始翻阅《蒲州府志》《永济县志》等

史料，到当地文化街、博物馆等地查找
实物。从2021年初开始，他以永济传
统文化为蓝本，请人设计“鹳雀楼”“普

救寺”“铁牛”等系列陶制文创产品，并
开始精心创制。

在烧制过程中，李文龙和陶工们
精选优质粘土，经过反复揉捏、成型、
雕刻，历经3年，最终将一件件精美的
陶器呈现在人们面前，独特的烧制技
艺使得陶器在历经千度高温熔炼后，
依然保持了原有的色彩与形态，令人
叹为观止。

目前，李文龙的陶制文创品已形
成了十大系列 30 余种产品。这些陶
工艺品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和精湛的
烧制工艺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成为
当地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

李文龙表示，下一步，他将在继
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引入现代元
素，探索创新之路，以巧夺天工的技
艺和匠心独运的设计，精心创制具有
黄河流域文化特色的伴手礼，让蒲州
陶工艺在众多传统工艺中脱颖而出，
成为独树一帜的艺术瑰宝。

张兴平

精心创制具有黄河精心创制具有黄河流域文化特色的伴流域文化特色的伴手礼手礼
——记永济市蒲州陶工艺大师李文龙

本报上海 11月 7日讯（记
者 郝薇）11 月 7 日，我省与外
资企业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在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行。
此次对接交流会由省投资促进
局主办、欧美工商会承办。

此次会议旨在借助进博会
这一国际性交流平台，更好地宣
传山西形象，推介山西品牌，宣
介山西十大产业链及特色专业
镇，抢抓发展机遇，扩大对外开
放新格局，持续做强转型引擎提
升开放能级，扩大山西知名度和
影响力，全面提高山西利用外资

和对外合作水平。
我省相关部门、各市投促部

门、开发区及产业重点企业以及
斯里兰卡投资促进部驻中国代表
处首席代表奥尼达·拉尼尔·库拉
塞卡拉等来自法国、英国、荷兰等
10多个国家的80家境内外企业的
代表们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此同时，我省相关部门、部
分市、开发区代表对重点产业发
展情况等进行宣讲，省内重点企
业有关人员向与会企业代表分
享推介入区经验，受邀的境外商
协会代表就境外投资商关注的
投资方向进行分享。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杨春权
在致辞时表示，此次会议进一步
展现了“山西形象”、释放了“山
西引力”、扩大了山西“朋友圈”，
我们期待可以持续吸引更多优
质企业家实地考察山西、投资山
西，共同致力打造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

我省与外资企业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举行

开放山西赴“进博” 抢占市场大商机

“晋商万里走天涯，出门必
带田隆祥的油花花！”11月7日，
在 2023 黄河非遗大展黄河面食
文化主题展区，平遥田隆祥油花
花非遗传承人田宝荣推着一辆
造型独特的古木车吆喝着，不远
处田隆祥的展台前，挤满了品尝
询价的客商。“口感酥脆、味道香
甜的油花花，始于春秋时期的晋
国，选用面粉、鸡蛋、大豆油等为
原科，经过和面、醒面、捏花、油
炸等工艺制作而成，曾是晋商走
南闯北的随身干粮。弘扬晋商
精神，让油花花走出去是我们本
次参展的目的。”田宝荣介绍道。

据了解，黄河面食文化主题
展区作为 2023 黄河非遗大展两
大展区之一，位于山西潇河国际
会展中心C2展厅。整个展区呈

“回”字形设计，分为“回味八方
全国美食”“回到晋乡山西美食”

“回忆清香醋酒文化”“回眸一面
山西面食”4个单元，展区门口摆
放着一个高约5米的洪洞大槐树
模型，寓意回家、回忆、回想、回
味悠长。

乡愁，就是味觉上的思念。
走进展区，便是“回味八方全国美
食”单元，一幅以千里江山图为灵
感创作的全国代表美食目录，让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味
道，了解家乡美食的制作技艺。

在“回到晋乡山西美食”单
元，对人体有滋补作用的太原小
吃“头脑”、香而不腻的山西传统
名吃太谷饼、皮薄馅满的晋祠桂
花元宵等各式山西非遗美食令
人垂涎欲滴。晋祠桂花元宵第
四代非遗传承人韩福元告诉记
者：“晋祠桂花元宵已有 2000 多
年历史。这次我们带来桂花、玫
瑰、黑芝麻等不同口味的元宵产
品参展，希望通过大展更好地宣
传我们的非遗美食，让更多人爱
上晋祠桂花元宵。”

在“回忆清香醋酒文化”单
元，被誉为中国白酒酿造教科书的山西汾酒、有“南绍北
代”之称的代县黄酒、中国四大名醋之一的山西老陈醋等
醋酒产品吸引了客商的目光。“我们的炼白葡萄酒采用省
级非遗清徐葡萄酒酿制技艺，选取清徐老树龄的龙眼葡萄
为原料，口感酸甜。虽然今天是开展首日，但已经有来自
陕西等地的客商与我们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清徐葡萄酒
有限公司员工许莉说。

在“回眸一面山西面食”单元，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
学校副校长芦峰带着学生们现场展示起猫耳朵、龙须拉
面、关公扯面等面食制作技艺。“未来几天，我们还会展示
面气球等50余种面食制作技艺，通过面艺表演让大家学习
非遗技艺、体验非遗魅力。”芦峰说。

了解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据悉，黄河面食文化主
题展区旨在通过市集的形态呈现沿黄九省（区）传统非遗美
食、传统老字号非遗代表性项目及山西传统非遗酿造技艺、
山西面食文化和传统工艺等，以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了解
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体现生活化、时尚化和烟火气。

下图：黄河面食文化主题展区展出的面塑作品。
本报记者 王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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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下午，在2023黄河非遗大
展举办之际，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为主题的高层论坛举行。该论坛由省
文旅厅主办。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专
业的视角，围绕“黄河流域农耕文明、非
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传承与构建人
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主旨演讲。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
授、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
究所所长方李莉在以“发掘黄河流域
遗产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题的演讲中，从黄河流域的自然
遗产资源、黄河流域的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等 5 个部分对黄河流域所具有的
遗产资源进行了概括性描述，这些资
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
根基性的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农业
历史学会副理事长苑利围绕“非遗：一
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主题，进行了
探讨交流。他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
是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从时
间上看，非遗一定是历史上产生的；从
内容及形式看，非遗一定要具有广泛的

社会性；从传承形态看，非遗一定具有
明显的活态性；从难易程度看，非遗一
定是难度最高的传承。在谈到如何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他认为，要遵循
真实性保护原则，保真就是确保“原汁
原味”。

戏曲文物研究的兴起原因有哪
些？戏曲文物大致可分为哪些类型？
戏曲文物研究已经走过多少年历程？
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山西梆子戏”负责人车文明围绕“黄
河流域戏曲文物遗存及其价值”主题
深入浅出展开探讨。他认为，戏曲文
物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文
物研究戏曲，从曲学的角度审视文物，
是戏曲学与文物学相结合的产物，经

过 90 年的历程，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
渐成熟，并通过戏曲的视角去挖掘、解
读文物，从文物的角度去探究戏曲的
形态、演出、接受等历时与共时的存在
情形，进而丰富戏曲史的立体建构，完
善戏曲史的书写，并为戏曲的传承与
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山西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中国民
间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民俗文化与
俗文学研究所所长段友文从文明演进
的历史视角讲述了把握黄河流域农业
的发展阶段、资源谱系，构建起以传统
农耕文明为基型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现
代农业体系对于现代农业体系建构、实
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
提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黄河
流域现代农业体系，是黄河流域传统农

业文明向绿色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也
是未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
晋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优秀人才侯亮亮
则对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及发展进行
了系统性介绍，使现场的参会嘉宾更深
入地了解到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在中
国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本次论坛围绕华夏文明之源黄河
流域农耕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文
化特质和精神内涵、黄河流域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议题，
探讨了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弘扬的最新思考和研究，对于推动黄
河流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激发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学者为非遗传承保护建言献策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高层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栗美霞

这里有立春时，老农拉犁耕种；有
清明时，牧童骑黄牛；有立夏时，荷花微
微荡漾……11月7日，在2023黄河非遗
大展黄河农耕文明主题展区，一套二十
四节气花馍，由省级非遗传承人及工艺
美术大师历时 40 多天精心打造亮相，
在大展上颇受关注。

“完全没想到，二十四节气居然可
以用花馍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
们眼前。”观展的太原市民许乐涛兴奋
地说。

在此次大展上，沿黄九省（区）300
余位非遗传承人、600余个非遗项目参
展。黄河农耕文明主题展区突破了以
往各省分区布展的方式，以博物馆的形
式，分三大板块串联起了黄河非遗的过
去、现在和将来。

大河溯源板块：
探寻黄河文化的根脉

“尧定立法、舜耕历山……这些大
家耳熟能详的耕火传说承载和寄托着
黄河流域儿女们对文明起源和先祖的
认知。这些故事通过山西非遗——沁
源剪纸，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专程前
来观展的北京游客张尔峰表示，此次非
遗大展让他感受到黄河文化的博大精
深，提升了他对非遗认知的层次。

民间社火是山西、陕西、河南民间
传统习俗，也是三省共同的国家级非遗
项目。为展现正月十五民间闹社火的
场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贾银永精心设计了一组泥塑社火作
品及五代彩门楼模型，十分抢眼。

橱窗内，近百个小泥人生动地展示
了十几种民间社火表演，如抬阁、背棍、
二鬼摔跤等，每个小泥人动作到位、表
情丰富逼真，贾银永用泥塑技艺将社火

表演完美地呈现出来。
大河涛涛，九曲蜿蜒，文明的星火

从这里迸发。

大河滋养板块：
领略农耕文明精湛技艺

“山西惠畅土布制作技艺传承人正
在转动纺车演示织布工艺，从采棉到上
机织布要经过大大小小 72 道工序，变
幻出近千种绚丽多彩的图案，展示东方
纺织的魅力。”大展政务接待解说员雷
蕾向观展人员娓娓道来。

此次大展展示了四川傈僳族织布、
山西潞绸织造、宁夏手工地毯等传统技
艺。非遗匠人用巧夺天工的刺绣、堆
锦、堆绣等技艺，将布艺文化以精细至
极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来。

陶与瓷，黄河两岸传承千年的土与
火之歌，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黑陶到
不同时期的经典瓷器，每件陶瓷背后都
承载着匠人的勤勉创作。

河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
瓷烧制技艺传承人王君子介绍，每一次
窑烧都见证了不同器型的诞生，这些陶
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走进了千家万
户，更成为人们生活优雅的标志，也见
证了黄河两岸生活的变迁。

内蒙古察干伊德奶制品滋养繁衍
了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岁
月里创造了独特的草原饮食文化；以面
粉为主料，调以不同的色彩，手工塑造
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霍州年馍、宁
夏凤凰面塑、青海湟中面塑在展会上备
受青睐。

大河滋养，领略农耕文明精湛技
艺。此次大展从衣、食、住、行、居、乐等
方面再现了黄河两岸的乡土生活。

大河奔流板块：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近年来，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
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重大战略

决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过程中，保
护传承和弘扬推广黄河非遗成为重要
的路径和方式，黄河流域九省（区）已
经开始行动。

在展会上，我们可以看到格萨尔
（果洛）文化生态保护区、藏族文化（玉
树）生态保护试验区、河洛文化生态保
护区、陕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等沿黄
省（区）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所
作的努力。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今
年初已通过认定，成为我省唯一的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非遗，是跨越时间的文化沉淀，千
百年来，历久弥新。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任重道远，推进黄河非遗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任重道远。进入新时代，科
技、国潮、乡村振兴等多条路径与非遗
相结合，在一代代非遗匠人的坚守中，
古老的非遗技艺必将迸发出新的活力。

讲好黄河故事 延续历史文脉
——黄河农耕文明主题展区扫描

本报记者 姚凡

聚焦2023黄河非遗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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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55日日，，李文龙李文龙（（左二左二））向游客介绍向游客介绍蒲州陶工艺品蒲州陶工艺品。。陈春明陈春明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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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人物

黄河农耕文明主题展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黄河农耕文明主题展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昕王昕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