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1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 张亚琴 美编 童珂 组版邱莉娜 校对 刘洁 B5策划CE HUA

从 2011 年 11 月 20 日开始，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正

式在合肥开始免费传承！望江挑花

是安徽人民智慧的结晶，曾三次入选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展上海世博

会，于2008年被国务院录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具有 1100 多年

历史的徽派刺绣艺术！是安徽民间

特有的刺绣！

为了弘扬民间文化，让这具有悠

久历史的安徽传统手工技艺不再失

传，望江挑花传习所特聘请了一批挑

花老艺人在合肥亲自培训，手把手地

教您挑花！

注：完全免费，不需要任何费用！

报名请自带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报名、培训地址：

1、瑶海区长江东路与铜陵北路交

叉口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合肥工艺

饰品城3楼 3002“徽绣坊”

联系电话：13739240659卫老师

2、政务区潜山南路188号蔚蓝商务

港A座602室

联系电话：0551-3520864陈老师

望江挑花未来是美好的
原省文化厅厅长 卞国福

当前，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视文化的挖

掘与发展，作为民间艺术的瑰宝，望江挑

花艺术是国家级非遗，它的未来是无限美

好的。

望江挑花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它

是中华民族艺术领域的一朵奇葩，它是望

江人民的，更是中华民族的，我们有责任

发扬其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让它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更能寄托人民的追

求与情感表达。在艺术创新上，要注意它

的时代性，它朴素的美学风貌要保持，但

也要注意线条更加生动与神韵。

挑花的机遇与考验并存
合肥学院教授、

江淮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峰

在社会生活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挑

花的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

的考验。

机遇上，党中央对文化产业化的高度

重视，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由文化大省向

文化强省迈进，这是发展的历史机遇。

考验上，一是技艺与文化的传承，另

外是面对众多的工艺品市场，望江挑花要

考虑的是如何贴近百姓获得青睐，更要打

好“国家级非遗”这个金字招牌，要加大宣

传，研究市场需求，开发产品，开拓市场。

望江挑花值得收藏
安徽收藏文化研究院院长蔡中寅

望江挑花在千年的传承中为什么没

有失传？这得益于收藏，技艺的收藏、挑

花作品的收藏。

望江挑花穿越千年历史岁月，最大的

艺术价值是其文化内涵，它的古朴构图、

清新画面能让人疲惫的心灵得到慰藉，也

能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平静。购买这样的

艺术收藏品，既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

又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客观上繁荣了市

场。

让挑花艺术大放异彩
望江县文体新局局长徐志斌

在传承方面，一是工艺技艺的传承，

望江挑花的技艺不同于十字绣和一般挑

花，其技艺是精妙的。此外是文化符号的

传承，望江挑花融合了民俗民情。

在市场拓展上，要进一步培育发展能

力强的市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品牌

整合，产品研发等，以公司＋农户的方式

将挑花产业做大，让挑花艺术发扬。

在产业规划上，启动望江挑花艺术中

心建设，完善法规，通过政策扶植、资金支

持等方式打造挑花龙头企业。

观点

将挑花这一民间瑰宝发扬光大将挑花这一民间瑰宝发扬光大
专访省文化厅副厅长唐跃

体验挑花的魅力——免费教你学挑花

记者：望江挑花是有千年历史

的民间瑰宝，请您谈谈对它的看法。

唐跃：安徽是文化资源大省，

历代人民创造了许多艺术瑰宝，比

如文房四宝，比如芜湖铁画等等。

望江挑花也是安徽具有代表性的

民间艺术之一，它是流传在望江境

内的一种家庭手工技艺。源于唐

代，用麻与发为材料，制作祭祀供

品。至晚唐时用本地棉花为原料

制作，用于生产衣饰及家庭器用装

饰制品。并逐渐形成每家每户女

性必须精通的手工技艺。以其构

图精美、正反成趣、内涵丰富、美观

实用而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望江挑花在传承发展中，构图

元素取材于生活，除各类几何图形

变化外，常见的有植物藤蔓、花果、

茎叶；如梅花、竹叶、十二生肖等等，

创意独特、寓意深沉，具有浓郁的民

族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发展到今天，望江挑花制品细

腻精湛、色泽淡雅，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三次被选入北京，成为人民大

会堂的艺术饰品。又多次在各种交

易会、博览会上获奖，声名远播。

记者：与徽州文房四宝、芜湖铁

画所不同的是，望江挑花虽然有千

年历史，但似乎还藏在深闺人不

识。您认为要怎样进一步去发扬

它？

唐跃：省文化厅高度重视望江

挑花保护工作，积极推荐望江挑花

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在多个

国际级、国家级、省级文化展演展示

活动中，宣传推介望江挑花，争取保

护经费用于望江挑花艺术保护。

下一步将组织对望江挑花深入

调查，进一步完善相关资料，建设望

江挑花数据库；举办培训班，培养建

设望江挑花传承人队伍；加大宣传

力度，组织传承人展演，参加省内外

文化交流活动；扶持望江挑花企业

开展生产性保护，建设传习基地；继

续争取国家、省财政对望江挑花项

目及传承人保护进行资金扶持，将

望江挑花这一民间瑰宝持续发扬光

大。

《八狮滚绣球》

望江挑花艺术从深藏在山间到进入国家非遗名录，这其

中有历代艺人传承的贡献，也有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怀。今

天，望江挑花这一民间瑰宝该怎样去发展？记者为此专访了

省文化厅副厅长唐跃。 周玉冰

《杏坛讲学》

《正月十五闹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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