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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延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宝塔区人民政府、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追寻红色足迹 共享非遗大集”2024年西北地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枣园1938广场启动。此次“非遗大集”展陈活动，汇聚了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5个
省区13个市（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展现了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非遗魅力，让更多市民游客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记者专访了来延参加

“非遗大集”展陈活动的6位非遗传承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非遗传承故事。

有着“高原小江南”之称的青海省果洛州
班玛县，海拔超过 3600米，黑青稞酒以古法
酿酒工艺为基准，创下了“驮酒千里一路香、
开坛十里游人醉”的佳话。醇香馥郁的青稞
酒融合着班玛独特风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风骨酒香，每一滴黑青稞酒都浓缩着高原独
特酿酒技艺。

尕玛旦，就是班玛黑青稞酒酿造技艺传
承人，也是州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作为第

五代酿酒传承人，他想把传统技艺和现代制
酒工艺结合，让更多人认识黑青稞酒。

“在深入了解和体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过程中，我深感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和
意义。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使我们得以从历
史中汲取力量与智慧，从而为现代生活提供
源源不断的灵感。”尕玛旦说。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文化多
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

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和传承这些独特的
文化遗产，让它们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为
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活力。”谈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尕玛旦认真地
说。

“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体验，用心去理
解，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深深的启示，让我们一起
为保护和传承这些独特的文化遗产努力。”尕玛
旦说。

黑青稞酒酿造传承人尕玛旦：

让古老技艺为现代生活增色添彩

“常喝姜枣八珍茶，可以祛湿散寒，提高免
疫力……”10月22日，在当日举办的西北地区
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非遗大集上，来自宁夏回族
自治区青铜峡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项目传承
人王倩，一边向市民游客介绍茶的制作工艺，一
边热情地将冲好的八珍茶递过来让大家品尝。

王倩是姜枣八珍茶的第四代传承人，该
技艺流传已过百年，秘方配置沿用至今，有补
气补血、消积食、养脾胃、提高免疫力等多重

功效，深受人们喜爱。多年来，王倩在继承祖
辈手艺与现代厨艺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产品的工艺和疗效。

姜枣八珍茶是由八味食材熬制而成，这八
味食材药食同源，有苦杏仁、核桃仁、红糖、枸杞
等。红糖在锅里熬化后加入由红枣、葡萄干等
打磨成的果泥，顺同一方向匀速搅拌，半小时后
加入研磨成粉的干姜、苦杏仁等，慢火熬制三到
四小时，再搅动10分钟后就制作完成了。

在展台前，王倩将冲好的茶水摆好，不断向
市民游客介绍，许多游客品尝后纷纷购买。王
倩表示，为了这次非遗大集活动，他们早早就开
始准备，一方面希望把姜枣八珍茶推介给更多
的人，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与其他非遗传承人互
相交流学习。她说，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这次
延安之行，她打算在非遗大集活动结束后，前往
延安的各大红色景点，去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
故事，学习感悟红色文化。

姜枣八珍茶传承人王倩：

守正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工效

“来到延安参加汇展，对我们马勺脸谱项
目有着特殊的意义。延安，这片充满红色记
忆和革命精神的土地，它所蕴含的坚韧、奋斗
的文化内涵与我们非遗文创所秉持的工匠精
神是吻合的。”采访中，甘肃省陇南市徽县马
勺脸谱制作技艺传承人马龙告诉记者。

马勺脸谱，因将人物形象彩绘于马勺之
上而得名。马勺采用树材制作，彩绘简繁皆

宜，人们将其悬挂于厅堂居室，表达的是祈福
纳祥、招财进宝的美好愿望，因而深得人们喜
爱和崇尚。

马龙介绍说，马勺脸谱制作技艺传承到
他这里已经是第七代了。他们家一直通过口
耳手相传的方式传承着这门技艺。在七代人
的不懈努力下，马勺脸谱制作技艺于2017年
被列入甘肃省省级非物质保护名录。他所创

作的作品除了马勺脸谱之外，还有梭子脸谱、瓦
当脸谱、铁锅脸谱及红色题材脸谱等。

“能够参加这次非遗展览活动，将不同地域
的文化分享给大众，我非常高兴。每一个非遗
项目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相信，通过非遗进
校园、非遗培训、授徒等方式，能为非遗的传承
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让这些传统技艺在现
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马勺脸谱传承人马龙：

秉持工匠精神，老手艺也能焕发新活力

庆阳香包绣制技艺是甘肃省庆阳市的国
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

庆阳香包的制作工艺精细复杂，颇具艺
术性和观赏性。香包内部通常填充有艾草、
薰衣草等天然香料，散发出清新淡雅的气
息。庆阳香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起初是作为驱邪避灾、祈福保平安的护身符
使用。现在，香包已成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品
和馈赠佳礼，尤其在端午节期间，佩戴香包成

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
踏足延安这片曾孕育无数英雄豪杰的

土地，庆阳香包绣制传承人左焕茸心中涌
起的是对历史深深的敬仰与感慨：“在延安
举行非遗大集，不仅是一场展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盛会，更是红色文化和民族智慧
的完美融合。当我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
亲眼看到剪纸、安塞腰鼓等传统艺术的精
湛表演，耳边回荡着激昂的陕北民歌，我深
切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

感染力。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一面镜
子，映射出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
神风貌。”

左焕茸表示，参加“追寻红色足迹 共享非
遗大集”活动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一次对红色历
史的缅怀，一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探索，
更是一次灵魂深处的觉醒。“相信在我们的共同
努力下，这些流淌着千年血液的非遗项目必将
生生不息，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左焕茸坚
定地说。

庆阳香包绣制传承人左焕茸：

让非遗项目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在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现场，陕北烙画展
台格外引人注目。延安市非遗烙画代表性传
承人李军明正用电烙笔聚精会神地作画，围
观的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的同时，发出“啧啧”
的赞叹声。

陕北烙画，即在木板、树皮和葫芦等木质
材料上烙绘图案，画面会自然产生“肌理”变
化，具有一定的浮雕效果，色彩呈深浅褐色乃
至黑色，陕北烙画以其粗犷、朴素、浑厚的艺术

特征，深受人们喜爱。2017年，陕北烙画列入
延安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在展台看到，展出的烙画有《宝塔
山》《陕北窑洞》《陕北老农》《安塞腰鼓》等多
种题材，画作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从多角度
充分展现了陕北元素和陕北文化。

据李军明介绍，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因热爱
美术开始学习陕北烙画。经过多年深入钻研

并大胆创新，他采用宣纸和丝绢等材质烙画，进一
步丰富和拓宽烙画的发展道路。李军明认为，与
油画等其他绘画作品相比，陕北烙画独具特色，可
以更加原汁原味地展现陕北黄土风情。

李军明表示，今后将创作更多关于红色文
化、黄土风情、信天游、陕北窑洞等内容的大型
系列画作，有机会还会开办烙画展览馆，让更多
人了解和喜欢陕北烙画，进一步宣传弘扬陕北
文化、红色文化。

陕北烙画传承人李军明：

原汁原味展现陕北黄土风情

固原（魏氏）砖雕艺术自晚清光绪年间由
砖雕匠人魏孝祖创立，发展至今已有120余年
历史，雕工精湛、古朴大方，融装饰性和实用
性于一体，现被广泛运用于楼房、寺庙等建筑
中，于2014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保护名录。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砖雕项目省级非遗
传承人魏亚龙表示，来延安参加这次非遗展
览活动，一方面希望能够将魏氏砖雕这一传

统技艺更好地展示给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
它的独特之处。很多人可能只是在古建筑
上看到过砖雕，但并不清楚它背后复杂的
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这次展
览，可以近距离地向观众展示砖雕作品的
细节，解答他们关于砖雕的疑问，让大家真
正领略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另一方面，
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与其他的非遗项目进

行交流和学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让更
多的人认识宁夏固原砖雕，喜爱魏氏砖雕，让这
门古老的技艺在传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魏亚
龙告诉记者。

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传承
之路，魏亚龙表示，通过此次参展，各种非遗项
目传承人可以相互汲取经验，共同探索在现代
社会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固原砖雕传承人魏亚龙：

取长补短，更好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追寻红色足迹 共享非遗大集

（本版稿件由记者 李欢 刘婧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