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葫 芦 是

中 华 民 族 最 原

始的吉祥物之一，

葫芦谐音“福禄”，

民 间 俗 信 葫 芦 能

避邪气又象征吉

祥，把绘有吉祥图

案 的 葫 芦 挂 在 堂

上，这样就可以将鬼

祟降服、驱除。 葫芦

的枝“蔓”与万谐音，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

芦籽众多，汉族就联想到“子孙万代，繁茂吉

祥”。

葫芦本身形态各异，造型优美，无须人工

雕琢就会给人以喜气祥和的美感，古人认为

它可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使子孙人丁兴

旺。亚腰葫芦在外型上看是由两个球体组成，

象征着和谐美满，寓意着夫妻互敬互爱。千

百年来，葫芦作为一种吉祥物和观赏品，一

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珍藏。

烙画葫芦艺术又称烫画，火笔画，是一

种汉族传统工艺美术品，烙画葫芦艺术家用

烙铁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与葫芦融为一

体能永久保存、收藏，艺术价值极高。烙画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相传

起源于汉代，后失传，清朝遂又兴起。烙画

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

先、落笔成形”。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

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熨出丰

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酷

似棕色素描和石版画，因此烙画既

能保持汉族传统绘画的民族风格，又

可达到西洋画严谨的写实效果。也可订做

属于自己的特有画面或肖像，使其有独特的

艺术魅力，因而给人以古朴典雅、回味无穷的

艺术享受。

烙画葫芦工艺的发祥地位于文水县南庄

镇吴村，文水是女皇武则天的故乡，地处三晋

腹地，位列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越，地肥水

美、交通便利、自古宜农、宜林、宜牧，历来为

农耕富邑。文水烙画葫芦就是在此环境中，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而

创 造 的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和 文 化

品 味 的 民 间 技

艺。

文 水 烫 画

葫芦采用针刻、

烙 画 、彩 绘 、镂

空 、浮 雕 、推 光

漆、雕刻等工艺

技术，在葫芦上

尽 显 民 间 喜 爱

的 八 仙 、菩 萨 、

八 俊 、五 牛 、山

水 风 光 等 吉 祥

艺术图案。

2021 年 被

列 入 第 五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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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剪纸

岚县面塑
岚县面塑是岚县群众在节庆活动和婚丧事宜中寄托祈福纳

祥、尽善尽孝，表达情感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较高

的文化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岚城供会是当地群众以面

塑为表现手法，纪念先贤，

追求真善美的民俗文化

活动，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为

了进一步传承保护这

两 项 晋 西 北 独 具

特 色 的 民 俗 活 动

和艺术瑰宝，面塑

艺 术 向 产 业 化 转

型，每年农历二月

十 九 在 岚 城 镇 城

内 村 举 办 岚 县 面

塑文化艺术节。

领略独特魅力领略独特魅力 守望精神家园守望精神家园
抚摸非遗历经沧桑的时代温度抚摸非遗历经沧桑的时代温度

临县大唢呐

中阳民俗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2006 年被国务

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
年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阳剪纸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中阳民俗剪纸在造型上体现了秦汉时代的艺术古

风，保留了原始艺术粗拙的特征，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

涵。从其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反映中阳地区

所保留的古人童稚的观念和信仰的人物、动物、植物、器

物等。二是反映当地农民生产生活习俗的，不同岁时节

令和人生礼仪的活动情景。三是反映劳动人民朴素的道

德观念、纯真的生活情趣的神话、传说故事。每一幅中阳

民俗剪纸都印刻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足迹。

从中阳民俗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土高原古老的民

间风俗、文化传统。透过根植于民间的中阳剪纸看到了

我们的祖先关于天、地、人、物关系的朴素的哲学观念，它

所反映的独特的地域性民俗文化特征，是别的地域所代

替不了的，不仅内涵如此，艺术气质和风格也如此。

非 遗 之 美非 遗 之 美非 遗 之 美非 遗 之 美

临县大唢呐吹打乐（简称大唢呐），具有粗犷、豪放、

悦耳、浑厚的艺术特征，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民俗音乐，

是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一组器乐。

乐器有大唢呐、大鼓、硬铰子、圪瘩锣、大号、云锣、手握

子，既能表现粗犷、豪放、高亢、激昂的气势，也可刻画清秀明

快、委婉细腻的情感。临县大唢呐的吹奏曲调丰富，每首都有

鲜明的特色和固定的用途。如婚礼上

吹《凡调小拜门》，迎娶新娘时用《凡调

出股子》，娶回时用《得胜回营》等。丧

事上，出家祭用《本调花道则》，返回时

用《本调出股则》。闹秧歌时用《出对

则》《柳青娘》等。场合不同，采用的调

式也不同，上午本调，中午凡调，晚上

夹调。由于调式的变化，演奏出的情

感、效果截然不同。在演奏特色上，主

要有“腮震音”“气哄音”与“死曲活吹”

等技巧。此外还有打击乐中的传统鼓点“合愣则”“小得胜”的

应用，使临县大唢呐更具独特的艺术魅力。

临县大唢呐历史久远，与当地民俗长期融合，有了显著

的地方特征。

2006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

2014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现有省级传承人 2名,市级传承人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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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滩羊皮鞣制技艺
“交城滩羊皮”，

是指交城县进行加

工鞣制的名贵裘皮

品种时，采用的一套

独特的鞣制工艺，它

取材于我国陕甘宁

青区域的戈壁滩的

“滩羊”生皮。交城

“滩羊皮”毛质细润

轻柔、玉白如雪、毛

穗九弯，如水纹波涌

精美绝伦，是制作冬

装 、毛 毯 、披 肩 、围

脖 、毛 衫 的 高 级 原

料。交城滩羊皮鞣

制工艺起源于明代中期，历经 400余年而品质

不改。清中期，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风

格盛行欧美市场，被称为中华绝技。2007 年

交城滩羊皮鞣制技艺被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滩羊是我国优良裘用绵羊品种之一，属

羊尾脂、粗毛型。裘皮用绵羊品种，在世界

裘皮中独树一帜。有二毛、沙毛之分，毛色

有 纯 白 、纯 黑 、浅 褐 、杂 毛 几 种 ，多 为 纯 白

色。通常制袭用“二毛皮”。二毛皮是由一

个月左右的滩羊羔皮，采用化学制剂和先进

工 艺 精 制 而 成 的 。 毛 质 细 润 轻 柔 、洁 白 如

雪、光泽如玉，毛穗自然弯曲，有的多达九

道，故有“九道弯”之称。若轻轻一抖犹如风

摆花穗，又好似水纹波浪。用二毛皮制作的

男女冬装，既轻柔暖和，又美观大方，具有很

好的装饰效果。滩羊毛纤维细长均匀，绒毛

轻柔蓬松，富有弹性，也是制作毛毯、披肩围

脖 、毛 衫 等 的 高 级 原 料 。 宁 夏 产 的 羊 绒 服

装、提花毛毯，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风

格驰名世界。

黑色皮又叫紫羔皮，因其少而贵。白色

皮张毛色洁白，光泽如玉，皮板薄如厚纸，但

质地坚韧，柔软丰匀。毛穗呈现出特有的波

浪弯，好像平湖涟漪，轻盈柔软，美观大方，保

温性极佳，实为各类裘皮中之佼佼者，很早以

来就是传统的名牌出口商品。

交城滩羊皮鞣制就是用鞣质对皮内的蛋

白质进行化学和物理加工。它通过一系列工

艺，并采用一些化学药剂，使牛、猪、羊等动物

生皮内的蛋白质发生一系列变化，使胶原蛋

白发生变性作用。鞣制后的皮革既柔软、牢

固，又耐磨，不容易腐败变质所以鞣制后的皮

革可用来制各种皮制的日常生活用品。

交城滩羊皮加工工艺复杂，要经过洗、

泡、晒、铲、钉、鞣、吊、压、裁、缝等 20道工序，

另加黄糜、皮硝、皂角等辅料，完全依靠手工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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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烙画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