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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雨 轩

文化资讯

□ 李佳霖

由贵阳苗疆故事民族服饰

博物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

究院等主办的“苗疆故事的美

丽与坚守”展览日前在中国传

媒大学开幕。31件来自贵阳苗

疆故事民族服饰博物馆的苗族

珍贵绣片，装裱在画框中，再配

以深入浅出的文字解读，吸引

了一批批观众驻足观看。而由

贵阳苗疆故事民族服饰博物

馆和白马时光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开发的苗绣系列文

创，更是获得无数观众的青

睐。“既精美又有文化内涵，价格

不贵，值得也可以拥有。”中国传

媒大学艺术学院学生王裕宁

拿着一款笔记本表示。

刺绣中的苗族哲学

贵阳苗疆故事民族服饰博

物馆是中国第一家苗绣主题博

物馆，系统收藏展示了苗装苗

绣。馆内藏品是我国收藏家、

“苗族服饰收藏第一人”曾宪阳

与其女曾丽两代人历经40多年

对苗族服饰收藏、整理及研究

的成果，其中包括清代至民国

时期的苗族刺绣服饰、银饰精

品、生活器物等。

贵阳苗疆故事民族服饰博

物馆馆长曾丽说，苗族人把蝴

蝶视为先祖的母亲。“苗绣表达

的不是实物，而是一个个符号，

比如蝴蝶纹样看起来是女性的

模样，代表着生命的起源、母

爱、护佑。”曾丽说。

这种哲学表达普遍出现在

苗绣中，比如钱币纹代表着生

命之门；阴阳鱼纹、“卍”字纹表

示万事万物阴阳相合，在时间

长河中轮回旋转，这些都是苗

族祖先对天地、宇宙的认知，表

达的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生智

慧。“苗绣是符号叠加起来的艺

术，是用刺绣表达的哲学体系，

蕴含着人类的基因密码。”曾丽

表示。

与苏绣、蜀绣等其他门类

的刺绣相比，苗绣拥有独特的

文化内涵。据曾丽介绍，苗族

的祖先战败后归至深山，为了

辨认族群，服饰款式和纹样便

成了血脉宗族的世代约定，不

可以改变。苗族有上百个支

系，刺绣便是各支系的图腾。

绣娘们耗时3年~5年缝制一套

节日盛装，一个绣娘一生只能

做两套盛装，最好的年华都用

在刺绣上。正因为如此严谨繁

复，苗族服饰文化才得以完整

保留。“对于没有文字的苗族来

说，刺绣便承载了其文化的厚

重内涵及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曾丽说。

赋予苗绣新的生命力

纹样丰富多彩、造型简洁

淳朴、颜色美轮美奂……收藏

和研究苗绣多年，曾丽越来越

被其吸引。但苗绣传承人的流

失和受外来影响而异化让她备

感焦虑。“很多技艺高超的绣娘

去城市打工；纹样如此重要，这

些年竟然出现了流行动漫角

色。”如何传承并让苗绣在当代

焕发光彩，是曾丽一直在思考

和探索的问题。

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曾丽结识了白马时光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文创部总监韩莎莎。

韩莎莎对苗绣关注多年，被蕴

藏其中的特有文化底蕴打动，

对苗绣传承中面临的问题也深

感担忧。“苗绣具有鲜明的文化

特征，深入了解之后，对其产生

一种责任感。”韩莎莎说。在深

入交流和探讨后，韩莎莎和曾

丽一拍即合，达成合作推出苗

绣文创产品的构想。

在韩莎莎看来，博物馆文

创产品开发要尊重、敬畏文化

传统，并在产品设计中准确把

握核心要素，传承文化内蕴。

韩莎莎的文创理念在其文创产

品中得到落实。“绝色·天禄”

“惊鸿·溯源”苗绣笔记本，以蝴

蝶妈妈和苗龙纹样作为主题，

鲜活饱满的色彩和浮雕板起鼓

工艺产生的立体刺绣效果，彰

显了民族的热情与生命力。“云

荒·神兽”系列手机壳运用了苗

绣中最经典的红色和蓝色，其

彩绘立体浮雕工艺还原了刺绣

的质感。“万物有灵”便携本套

装、彩绘鼠标垫等都在严格遵

守刺绣纹样的基础上进行了文

化解码。

在“守正”的同时，苗绣系

列文创还进行了适当的“创

新”，寻找到古老和现代的结

合点。据韩莎莎介绍，现代化

转化和时尚化处理使苗绣更加

贴合年轻人的审美，比如将绣

片上原来的暗红色纹样改成大

红色，再如将苗龙化身万物，形

象很“萌萌哒”，并结合消费者心

理，搭配了一些时尚的话语。

“通过文创赋予苗绣新的

生命力，让年轻人关注它、愿意

探究它，发现它的好，加入传承

队伍中。”韩莎莎表示，苗疆故

事是一个巨大的IP素材库，其

中的绣片、蜡染等都可以作为

再创造的元素，以不同的物件

为载体，融入现代生活。

整合链条促产品“落地”

好的文创产品做出来后，

如何在销售上打胜仗，是目前

博物馆文创面临的最大问题。

白马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依

托全国500多家合作书店，将

笔记本、鼠标垫等产品投放其

中售卖。“虽然面临各种问题，

如很多书店不知道文创产品

怎么陈列，需要手把手教，但

整体销售量很可观。通过这种

渠道，苗绣走进了千家万户。”

韩莎莎说。

韩莎莎介绍，苗绣系列中

香囊、扇子等产品，要切入旅游

市场。“市场调查发现，目前贵

州省的旅游产品大多实用性

差且缺乏地方特色，所以我

们与贵州省文旅部门达成合

作，开拓旅游市场的销售渠

道。”韩莎莎介绍，比如，计划

让当地绣娘做产品代理，既

可以扩展销路，又可以反哺

当地的百姓。

韩莎莎说，文创产品开发

很复杂，结合了设计、品牌、生

产、供应链等环节，需要高效整

合链条。在产品开发上，必须

做到品类多、更新快，且单价

不能比同类产品高出太多。

其次，文创产品开发出来，一

定要配合渠道销售。“文创要

回到产品本身，创意是加持，

是锦上添花，必须调研消费者

心理和市场，同时要有销售策

略，才能让文创真正成为产

品。”韩莎莎说。

守正创新 让苗绣传下去活起来

□ 郑学富

高考作文备受人们关注，

获满分的考生往往被人们追

捧，文章也在网络上、朋友圈中

广为传播，考生也有机会被一

些名校破格录取。而北宋时的

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时，作文得

了满分却没有中状元，这是为

啥呢？

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朝的科

举制度，而且更加完善。为了

防止作弊，一是试卷卷首要弥

封，糊上举子的名字、籍贯等信

息；二是答卷要由誊录院的书

吏抄成副本，考官阅卷评卷时

只看副本，无法辨认考生字

体；三是考官在考试期间不能

回家，要住在贡院，以防止串

通舞弊。在试卷内容上也大

有改进，更加注重实用性，由

吟诗作赋改为写政论文章，以

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

考试的主要内容（即策论），以

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

为朝廷服务。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

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

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

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

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一

年，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参加

进士考试。欧阳修对曾巩的才

华欣赏有加，悉心指导和提

携。巧的是苏洵和苏轼、苏辙

父子三人也到东京汴梁应试。

这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

忠厚之至论》。文章的题目出

自《尚书·大禹谟》孔安国的注

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

之至”。

苏轼才华横溢，文章写得

简短精炼，全文600余字，读起

来掷地有声，精悍有力。苏轼

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赞叹先王

的仁政爱民。“尧、舜、禹、汤、

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

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

长者之道也。”他以忠厚立论，

扣紧主题，从赏善恶两个方面

加以说明。在布局谋篇中，苏

轼引经据典，层层递进，阐述儒

家的慎刑思想。然而，赏罚之

道，轻重之分，又难以拿捏得恰

到好处。他引用《尚书》孔安国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

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

“忠厚”之义。紧接着，苏轼举

例唐尧不顺从皋陶执法杀人的

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历

史典故，有叙事有剖析，夹叙夹

议。引用《尚书》中的“罪疑惟

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

失不经”，感叹道“尽之矣”，意

思是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

意。苏轼此文语言平实，却是

旁征博引，波澜横生，引人入

胜。在赏与罚的范畴和方式

上，苏轼剖析得细致入微，张弛

有度，收放自如。认为“仁可过

也，义不可过也”“是故疑则举

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

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

子长者之道”。说理透辟严谨，

结构紧密完整。最后引用《诗

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点

出了主题：“忠厚之至也。”

梅尧臣在阅读此卷时，被

清新洒脱的文风，酣畅淋漓的

论辩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

风”，评了满分后推荐给欧阳

修，说此文可评第一。欧阳修

看后，不禁击掌赞叹，认为此文

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

之风，与其提倡的平实文风如

出一辙，认为梅尧臣的评判是

恰当的，同意其意见。可是作

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心细如发，

虑事周密，心想世上能写出此

文非曾巩莫属。他为曾巩庆幸、

自豪，可是转念一想，选自己的

弟子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

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

忍痛割爱，将此文改评为第二。

欧阳修气节高雅，严于律己之风

可窥一斑。可是当拿来原卷，拆

开弥封对照后，欧阳修却大吃一

惊，此文竟不是曾巩所作，而是

苏轼所为。遗憾的是苏轼因此

与状元擦肩而过。

尽管苏轼没有高中状元，

但是他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

令欧阳修惊叹不已，为苏轼之

才而高兴。他在给梅尧臣的信

中对苏轼大为称赞，说“读轼书

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

人，放出一头地”。其惜才、爱才

之情溢于言表，其博大的胸襟可

窥一斑。嘉祐二年的科考可谓

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唐宋八大

家中的宋六家就有苏轼、苏辙、

曾巩三人，变法派骨干吕惠卿、

曾布、蒋之奇、林希等榜上有名，

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程颢也

名列其上，此榜中后来任宰执

的有9人。这一榜进士在宋代

政坛、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独

领风骚，影响巨大。

苏轼作文满分为何没中状元

□ 张淳艺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日前

召开 2018 年度热播国产影视

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发布会，

电影《我不是药神》《邪不压

正》，电视剧《猎毒者》因烟草

镜头过多获“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烟协会呼吁，规范管

理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

对于有过多烟草镜头的影视

剧作品，取消其参与评优活动

资格。

有调查显示，在影视剧中

看见烟草镜头的青少年尝试

吸烟的可能性增加 3 倍，不吸

烟的青少年如果其偶像吸烟，

则他们对吸烟行为认同的可

能性提高 16 倍。自 2007 年以

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连续十

几年对年度热播的电影和电

视剧进行烟草镜头监测，从

2011年开始，控烟协会还专门

设立“脏烟灰缸奖”，“奖励”那

些夹杂了太多吸烟镜头和烟

草广告的影视作品。

当然，反讽归反讽，作为

一种民间行为，“脏烟灰缸奖”

的评选本身并没有什么约束

力。一些导演的作品多次上

榜，不仅仅在于对“脏烟灰缸

奖”的无视，更源于内心深处

拿烟草镜头不当回事。在有

的制片方看来，吸烟现象原本

就是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艺

术来源于生活，在影视剧中呈

现吸烟镜头并无不妥。同时，

一些导演在人物塑造和艺术

氛围方面患上了“烟草依赖

症”，“猛抽烟表示苦闷，吐烟

圈象征潇洒”几乎成为惯例。

鉴于电影和电视剧在社

会公众中的广泛影响，2011年

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严格

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

的通知》，明确提出“对于有较

多吸烟镜头的电影、电视剧，

将不纳入总局举办的各种电

影、电视剧评优活动”。不过，

在一些地方部门和社会组织

举办的评优活动中，烟草镜头

过多并未对于作品参选产生

影响。许多因烟草镜头过多

备受诟病的“脏烟灰缸奖”作

品，依然成为各种电影节、电

视节的大赢家。

此次“脏烟灰缸奖”发布

会，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呼吁主

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于有过

多烟草镜头的影视剧作品，取

消其参与评优活动资格。这一

呼吁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只有

发挥影视评选的导向作用，才

能倒逼影视工作者积极创新，

探索更多可替代的表现形式，

让影视作品远离“烟味儿”。

本报讯 为纪念古田会议

召开 90 周年，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影《古 田 军 号》将于8月

1日建军节在全国上映。

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福建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河北

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湖北长

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力

执导，将镜头对准了1929年古

田会议召开前的那一段历史。

“《古田军号》是一部与历

史深情对望的电影。”据陈力介

绍，影片用跨越90年时空的艺

术表达，以一个红军小号手后

代的视角，讲述了1929年红四

军到达闽西后那段鲜为人知的

峥嵘岁月，真实再现了年轻的

革命领袖带领年轻的军队，历

经艰难曲折，开辟出革命成功

之路的伟大历程。

在近日召开的该影片研讨

会上，专家表示，影片大胆运

用了各种创新的艺术手法，

搭建起影片与观众沟通的桥

梁，激励今天的人们传承红色

基因，继续砥砺前行。

（史竞男）

本报讯 首届“万里茶

道”文化旅游博览会 6 月 23

日举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

际旅游联盟20家成员单位的

40余家企业参展。

据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厅长贺志亮介绍，本届文化

旅游博览会主要突出“万里茶

道”主题，向中外游客集中再现

“万里茶道”历史文化，全面展示

中俄蒙三国“万里茶道”国际旅

游联盟成员单位的特色文化、

旅游景观、文创产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及跨境旅游线路。

据了解，“‘万里茶道’这

个旅游项目为中俄蒙建立起

友谊的桥梁，让三国人民更好

地沟通。”蒙古国“满洲里”旅

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俄·贺

喜格巴雅尔说。

贺志亮表示，“万里茶道”

国际旅游联盟将努力把“万里

茶道文化旅游博览会”办成集

中展现中俄蒙三国文化旅游

成就、进行文化旅游产品交

易、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

博览会，为中俄蒙三国搭建

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旅游互

动、信息互通、线路互联的人

文交流会展平台，为中俄蒙

三国旅游领域开展交流与合

作创造条件。 （张 玮）

首届“万里茶道”文化旅游博览会举办

电影《古田军号》8月1日全国公映

让影视作品远离“烟味儿”

通过文创赋予苗绣新的生命力，让年轻人关注它、愿意探究它，发现它的好，
加入传承队伍中

一个古一个古村的村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
福建省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是一个隐身于闽

东青山绿水间的传统古村，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

下，龙潭村曾遭遇“外出大潮”，全村1400多人只剩

不到200人。2017年，在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创产业

项目的带动下，龙潭村开始实施文创产业助推乡村

振兴计划，引进文创和专业设计人才，组建民间工

程队，先后对60余栋古宅进行重新设计和修复。一

座座老宅破茧重生，化为书吧、工作室、咖啡屋、音

乐厅、美术馆等，吸引了许多外来艺术家、文创人员

来此居住。

两年来，龙潭村焕然一新，不仅成为外来艺术

家、文创人员等“新村民”的理想居所，也吸引外出

的村民返乡创业，推动了乡村旅游发展，每年有近

10万人前来观光，沉寂的古村迎来了“文艺复兴”。

图为在龙潭村“随喜书屋”，来自江西的曾伟（左二）

和其他几位定居龙潭村的“新村民”喝茶聊天。

2017年8月，曾伟跟随文创团队到龙潭村考察，随后

他便租下一幢即将坍塌的老宅改造成书屋。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内蒙古内蒙古创意设计展创意设计展：：高校设计作品成亮点高校设计作品成亮点
近日，第六届内蒙古创意设计展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

展览馆开展，展览展出18所院校和协会的1200多组作品，涵盖视

觉传达、环境艺术、动漫设计等9大类别。图为一名女士试戴蒙古

族察哈尔部落传统头饰设计作品。 刘文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