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11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6月10日，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游非遗·影像展”“非遗购物节”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主

线，紧扣“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主题，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展示展销

结合、多方协作联动，集中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

果，致力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促进人民共享，特别是努力贴近年轻群体、

以年轻人乐于参与的方式进行传播推广，重点打造“云游非遗·影像展”“非

遗购物节”两大品牌活动。

在全省文旅行业“服务企业月”期间，于6月1日至13日举办的吉林非

遗购物节让群众感受非遗魅力，满足公众认识非遗、学习非遗、研习技艺的

需求，共同参与非遗保护，盘活非遗文化产业。为稳经济保民生促发展、助

力行业纾困解难发挥积极作用。

我省关于民间技艺方面的非遗作品，看的是“精雕细塑”的巧活儿，考验

的却都是个顶个的真功夫！

白氏面塑

白氏面塑传承四代，至今已有百年传承历史。其造型简练生动，形象逼真

传神，比例夸张适当，具有浓厚的民间风格和地域特色。白氏面塑以面粉、糯米

粉、盐、白糖、蜂蜜、水等按比例配以颜色做成各种色彩的面团，通过捏、搓、揉、

掀、点、切、刻、划等技法塑成身、手、头面，再披上发饰和衣裳，顷刻间栩栩如生

的人物形象就诞生了。第四代传承人白春雨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面塑技艺。后

拜师面塑大师刘吉成。在继承山东菏泽面塑古朴、粗犷、豪放、深厚的基础上，

又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特点，创作出“东北民俗系列”“长白山人参系列”“流行时

尚人物肖像系列”，作品形神兼备、栩栩如生。2010年白春雨自主创业成立白

氏面塑工作室开班授艺，受到广泛好评和赞誉。曾多次受邀参加省内各大电视

台采访，作为嘉宾录制《我是长春人》《传承者》等专题栏目。白氏面塑于2021

年入选“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长春玉雕

长春玉雕历经四代传承，第三代传承人王卫东，全国玉雕类高级工艺美

术师、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长春工匠获得者。

早年拜第二代传承人李玉生（原长春玉雕厂厂长）、贾桂清（原长春玉雕厂花

鸟班班长）为师，系统学习玉雕技艺。玉器手艺分“做活的”“画活的”，还包

括“寻料、选料、制料和下料”等，很少能拿起“全活”，王卫东经过多年不懈的

努力和两位恩师的悉心培养，做到了拿“全活”。全身心传承长春老一代的

玉雕技艺，并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任客座教授，成立了长春大学玉雕工作

室，为残疾学生将来步入社会有一技之能奉献微薄之力。在吉林省工程技

术学校任客座教授，传承玉雕手艺，先后教出30多名学生弟子。代表作《长

白山三宝》《太平喜象》等先后在省、市各类大赛中获奖。长春玉雕于2021

年入选“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关东泥人张

关东泥人张项目是在继承传统高密泥塑技艺基础上，又将关东民间民

俗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鲜明、形象生动的泥塑系列作品。关

东泥人张从传统泥塑技术出发，传承人张金东塑造的泥人形态上有写实的

技法，而且还运用夸张、变形、抽象等手法，制作了大量的具有关东民风的人

物造型，如关东三大怪、草坯房子、篱笆墙、土炕、泥火盆、大烟袋等都具有典

型的关东地域风情。张金东塑造的人物形象非常有特点，孩子憨态可掬，老

人慈祥、小媳妇漂亮；在服饰上也带有关东特色的，如棉手套、大棉鞋、羊皮

棉袄；制作手法非常独特，主要体现在道具上，如马拉车，运用原生态的木头

雕刻的小车，非常形象质朴；其次在色彩上，主要采用泥巴的本色，偶尔加少

许的颜色点缀。关东泥人张于2021年入选“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葫芦彩雕

张氏家族早年从山东来到东北，其家传的葫芦彩雕制作技艺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主要采用地里种植的瓢葫芦，小亚腰葫芦、柿子、冬瓜、黄瓜、

鸡蛋等型葫芦为原料，用镂空、浮雕、线雕、彩绘、组合、镶嵌、描金、描银、串

珠等工艺技法，创作出反映东北民俗生活、历史人物等葫芦工艺品。作品以

健康向上、吉祥美好为创意，散发着浓郁的地域特色。以简练的艺术语言、

象征寓意的表现手法、大胆夸张的取舍、独具匠心的添加结合、强烈明快的

色彩、完美而别致的装饰风格，体现出清新的时代感。第三代传人张铁梅受

家族影响，从小对葫芦彩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创作的作品为传统的葫

芦技艺赋予了崭新的艺术生命。张氏家族创作的葫芦彩雕作品极具观赏

性，有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已经代表我省走出国门，让古老的葫芦雕刻艺

术走向了世界。葫芦彩雕于2016年入选“吉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北沉香木雕

“北沉香木雕”工艺独特，呈现出千姿百态、婀娜多姿的形状。每一件都

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自然界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它的独特性，雕工的独特

运用铸就了它别具一格的意蕴，是丰富雕刻民俗文化的优秀载体。它的高

雅品位和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以时而抽象，时而写实，时而两者共存写意

为中心，开创了北沉香木雕文化的新概念。作品反映了梅河口市的风土人

情，有着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该项目传承人、东北“怪不杨”杨向东从事根

艺、木雕及各种手工艺40余年，作品先后荣获国内国外银奖，是吉林省工艺

美术常务理事，省第四批工艺美术大师。销售库存较好。北沉香木雕于

2019年入选“梅河口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增补

名录）”。

刀笔刻字

刀笔刻字是以书法、篆刻、绘画、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学为基础，取材石木

等地产材料，使用祖传平口刀和三指包抄式执刀法，运用冲、切、推、披、削等

传统技法，“以物就刀”表现汉字书法情怀和思想内容的传统技艺。该项目

以其题材广泛、适用材料多样、刀笔技艺娴熟等特点，迅速融入当代工艺美

术范畴，并由传统的书法附属艺术转变为表达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

的表现型艺术。目前，该项目传承人的葫芦、紫砂以及石材等微刻作品，深

受当代艺术品收藏群体的喜爱。其融合冰雪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文创艺

术作品多次参加省市级传统创意大赛，并荣获奖项。刀笔刻字于2021年入

选“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非遗作品见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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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璐）为贯彻落实全省稳经济增长大会精神，切实做好复工复产工作，努力完

成全年创作和经营目标任务，长影集团第一时间积极调度复工复产各项工作，根据长影乐团、

长影期刊公司、长影译制片厂等7家经营单位复工复产工作计划和方案，就做好今年全集团重

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安排部署。

在主业创作方面，在做好《731》《汉藏铸魂》《雷霆令》等影视项目后期制作和播出上映工

作，务求取得良好预期效果基础上，还要做好《新英雄儿女》《新冰山上的来客》《新上甘岭》《四

平街》《伟大战争》《双星姐妹花》《一鸣惊人》《完美大丈夫》《舞台战争》《凭海临风》等一批影视

项目创作拍摄工作，打造精品力作，提高“长影出品”影响力。同时也要继续谋划一批好项目、

大项目。

在产业经营方面，各经营单位将继续坚定信心、变危为机、主动作为、苦干实干，以起跑就

是冲刺、开战就是决战的精神投入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全力稳市场、稳收入、稳效益，保运营、

保生存、保发展，不遗余力完成全年影视创作和产业经营目标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长影振兴主业、实现重塑辉煌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决胜期。做好今年

各项工作对于实现长影“十四五”目标，实现长影可持续发展意义尤为重大。长影集团负责人

表示，长影全体干部员工必将以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超常规举措，务实努力

工作、务实努力拼搏、务实努力奋斗，不遗余力完成目标任务，为长影和全省经济发展发光发

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长影集团：复工复产 积极创作

省内国家级、省级、市级等文化遗产，深深地表

明了我们这块土地文化的厚重、历史的厚重。

我省文化遗产有四个特点：一是有久远的历

史；二是有清晰的传承；三是有活态的存在；四是

有鲜明的特色。我省的文化遗产在今天已经被人

们所深深地认知，尤其是每年 6月“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非遗购物节”等集中呈现非遗保护传承丰

硕成果。而说起非遗的挖掘和贡献，绕不开一个

人：曹保明。

曹保明，1949年 9月 11日生，我省著名文化学

者、民俗学专家、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几十年

来，他致力于抢救挖掘东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放

弃了节假日，连除夕夜都在非遗传承人的家里过。

长白山木帮、淘金、狩猎、渔猎、挖参、工匠、红色文

化遗产……曾经在吉林这块大地上延续和焕发着

动人光彩的文化，被他抢救、挖掘、记录、保护下

来。截至目前，他相继整理著述出版了《长白山森

林文化》《长白山渔猎文化》《长白山人参文化》《松

花江河灯》《最后的渔猎部落》《最后一个猎鹰人》

《闯关东人》《抗战老兵口述史》等书籍 100 余本，

2000多万字。

在省文化遗产的项目中，如查干湖的冬捕、松

花江河灯、长白山传统村落、长白山采参习俗、长

白山森林号子等，都是他和同事们抢救、挖掘出来

的，并建立了科学的档案、资料库和宏观的数据

库。

2004 年担任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申

报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以来，他和省文化旅游厅及相

关单位的同事和专家，对我省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深

入的了解，推进了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曹

保明带领专家们成功地申报了吉林省27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19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荣获吉林省政府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二等功臣。

近年来，他百余次深入各市县考察，累计行程

数万公里，对从事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专家和工作

人员、传承人等进行数百场的辅导讲座。

曹保明说：“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

精神的灵魂，同时也是一个地区民族发展的重要框

架。文化遗产可以指导人民的精神、总结人们的情

感、推动人们的智慧、创造人民发展文化的信心，

文化遗产是民族发展的力量。文化遗产是人类文

化多样性的集中表现，一个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是

不可以想象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呵护文化遗产的

传承人，每个人也要做文化遗产的主人。每个人把

文化遗产当做自己的财富，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传承和保护、弘扬与发展。我们要向全民不

断地介绍和宣传人类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遗产资源，

使全民参与到其抢救和保护、传承与弘扬工作中

来。对于非遗文化挖掘的未来打算，曹保明有一整

套的思路和计划，“我们依然在总结新挖掘出来的

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现在有8部非遗文本正在推

进整理，包括萨满文化、琉璃制作文化、剪纸文化、

斗鸡文化、草编文化、糖画文化、泥塑、面塑文化、布

贴画、铁画、烙画等等，这些要形成文本。我们的团

队深入民间，一边踏查，一边记录，回来后成书。这

一系列配套的工作，要形成具体的科学性步骤，比如前期调查走进村落，找到传承人，询问

技巧和科学记录都非常重要。比如用笔记录可以填补很多细节，人的表情和细微的情感，

都是用笔才能记录下来的。记录之后，我们还需要形成这8部文本。”

此外，他还准备对100多名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记录工作。他说:“有些传承人年岁大

了，甚至躺在床上不能说话，我们要找到他们的亲属、后代，努力地分析、记录，清晰地表

述他们的文化思想和遗产内涵。我们将从长白山开始，对长白山的各项技艺人才，包括

森林采伐类技艺的伐木人、抬木人、运木人，老猎人、淘金人的口述史以及鸭绿江、松花

江、图们江文化口述史，渔猎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口述史等等。希望经过不懈努

力，能形成100部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记录，现在已经纳入到我们的工

作流程中。我们团队正在走入到这项庞大的工作中，我们刻不容缓，没有自己的休息时

间，我们要把生命交给这块土地，讲好这片土地的文化遗产故事。”

关于非遗为今所用、创新发展以及日常化生活化等问题，曹保明说：“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种科学的组合，更是一种文化的组合。首先，人们

需要具备崇高的民族精神和理念；其次，人们所使用的工具是传统工具；再次，人们所使

用的技艺是传统手法。只有实现三者之间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延续非遗烟火，守住非

遗根脉，才能形成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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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关东民俗》

作品《一鸣惊人》

作品《寻觅》

曹保明（右）与前郭杜家窝棚村民间艺人共庆村

落挂牌仪式

葫芦彩雕第三代传人张铁梅

关东泥人张传人张金东 松花石茶盏微刻《朱柏庐家训》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