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在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上，牛是草原五畜的重要成员，是
农牧民生活中的重要伙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
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首传唱了
1700余年的北朝民歌里，牛是这道绝美塞外风景中的灵魂。

除了作为诗人们广为吟颂的对象，在内蒙古各类古老的
传统民间文化中，也有大量把牛作为主体艺术表达内容的文
化形式，其中，剪纸中的牛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深受人们喜
爱。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和林格尔县，在中国剪纸（和林格尔剪
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剪纸艺术大师段建珺的剪纸

传习所，段建珺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壮观的“草原牛”剪纸的曼
妙世界。

《春牛》《奔牛》《伏牛》《卧牛》《孺子牛》……每头牛造型
不一，形态迥异，栩栩如生。冬日的阳光穿过窗棂，洒在一幅
幅火红的剪纸上，仿佛为这些“牛”姿百态的剪纸涂抹上一层
金色的腮红。

段建珺是我国草原大写意剪纸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性
艺术家，在他的剪纸传习所，陈列着300余幅（套）“草原牛”
系列剪纸，这些剪纸通过简约、精巧的裁剪，把草原牛剽悍和
富于无限生命活力的美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展现出剪纸文
化中牛的独特风骨和生命力量。

“草原牛”剪纸的曼妙世界

□本报记者 院秀琴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0年优秀国产
纪录片集锦”，27部纪录片榜上有名，这其中，文化历
史类纪录片《中国》（第一季）尤为引人注目。

纪录片《中国》全片分为三季，共36集，从春秋时
期开始，跟随历史脉络梳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挖
掘对今日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及其故事，来展现
制度、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的文明演进历程，
并通过电影化的拍摄手法，再现中国历史群星的个人
选择及闪耀瞬间，向观众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
中国力量，追溯今日中华民族来时的路。

该纪录片目前已播出了第一季的12集，从先秦
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一直讲述到开放进取、兼
容并蓄的大唐盛世。让许多年轻观众没有想到的是，
以“快乐中国”著称的湖南卫视，居然一改以往轻松
化、娱乐化的表达，创作出如此厚重、犹如史诗般的纪
录片，看过的人都直呼“很上头”。

纪录片《中国》最别致的地方在于它的叙事方式。
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纪录片，它放弃了以往惯用的

线性叙事，采用从中间打开和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
抓取关键事件，进行意象化的真人场景演绎，强调仪式
感，强调伟大的人物以及典型的场景。邀请了北京人
艺、国家话剧院的老戏骨，常年活跃在观众视野中的熟
面孔，以及一些新生代演员，将当时的历史深入浅出地
呈现在观众眼前，既有美学考究，又有历史的厚重。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延绵千年
的记忆，那些自始而终的坚定，他们，共同组成了——
《中国》。”在他们演绎的故事里，有后世怀想千年的短
暂相会，有许多挥洒着智慧机锋的有趣灵魂，有相见
恨晚的君臣，有父子之间复杂的情感，也有肝胆相照
的战友……一个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跃然荧屏，
他们真挚、率性、友善、自信、乐观，他们一起点亮了这
片载满希望与荣耀的土地，中国。

纪录片《中国》用这些人物，串联出全面、立体、真
实的国家形象。观众们从中能看见欣赏、宏愿、传奇
和情义，也能看见悠远岁月中温暖的爱……这样的叙
事方式让冷静理智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也有了体
温。“纪录片《中国》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通史，它带着
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烈的思想感情，是从当代人的眼
光观望文化历史的一种选择。”主创团队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或许正是这种浓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
倾向，才能让这部纪录片引发如此多观众的共鸣。

视觉呈现也是纪录片《中国》可圈可点的地方。
它娴熟地运用传统美学把纪录片画面拍成了诗。

《中国》的片头，是一扇中间写有“中国”二字的木
门缓缓打开，这个画面仿佛为观众打开了一扇来自遥
远韶光的历史之门，打开了穿越时空的通道。8K高
清晰度拍摄，让该片的画面纤毫毕现，又自然唯美，全
片的色彩透着一种凝重和端庄之感，每一帧都美成了
一幅工笔画，与中国历史的厚重相契合。

中国传统美学讲究写意与留白，在构图上偏爱对
称美。有专家评价纪录片《中国》：“无论是自然风光
还是宫廷内景，在画面构图上，都遵循着传统美学风
格，没有复杂的置景，多是通过简单的布景来营造意
境，大气又带着中式留白，一看就很‘中国’。”

此外，这部纪录片还邀请到央视原著名主持人周
涛担任解说，加入了女性视角的解读，周涛温柔醇厚
的声音为这部片子注入了更多温暖和温情。

这些都是《中国》这部文化历史类纪录片在制作
和传播方式上获得的新突破。内容品质升级，文化底
蕴浓厚，立足国际视角，纪录片《中国》在多元文化的
碰撞中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
它背后蕴含的中国精神。

“一部以‘中国’命名的纪录片，一次对中国历史
的精神导读，以全景影像，梳理历史发展大脉络，以文
化自信，探寻中国精神的源流，让每个中国人，更了解
历史、热爱中国。”《中国》的宣传片既说明了它拍摄的
目的，又道出了它的意义。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中
华文化，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了解、熟悉的基础
上，萌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纪录片《中
国》就是一道桥梁、一个窗口。

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各族人民通过文化自信，
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民族精神，点亮今天，烛
照未来，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辞别庚子旧岁，迎来辛丑牛年的新天地，在经历
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磨难之后，我们对牛年比以往更
多了几分期待。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
年茶话会上勉励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一年发扬“为民
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开局多壮丽，奋进正当时。复兴之路绝非坦途，
我们还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更需要锲而不舍、持之
以恒、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甘于奉献、吃苦耐劳、勇于拓
荒的精神。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牛就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
情。以牛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底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牛是刻苦踏实、坚韧勤恳、
无私奉献的象征，人们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具备牛的优
秀禀赋和精神，这些象征意义和美好愿望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并随着
时代发展不断演进，形塑着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勤劳
坚韧、甘于奉献的民族精神。和林格尔剪纸艺术就是
其中之一。

进入新时代，牛题材剪纸慢慢成为现代人生活中最富有
传统意味的文创衍生品之一，在城市布景、家装设计、平面及
包装文创等方面，都能看到牛题材剪纸的身影，甚至其他文
艺创作形式也可以从牛题材剪纸中得到有益启示。

英属泽西邮政在新年伊始面向全球发行了《牛年大
吉》生肖邮票一枚，邮票上的牛题材剪纸就是由段建珺精
心创作的。在这幅剪纸作品中，段建珺把牛首表现为一
种昂扬之势，体现出奋进、向上之意，牛的蹄用力紧扣大
地，寓意脚踏实地。牛的身上采用了传统剪纸中“蝴蝶戏
牡丹”的古老纹样，寓意新的一年里人民生活富贵丰饶和
吉祥安康。这枚精致的《牛年大吉》剪纸邮票在法国采用
最新的金属油墨和局部光油工艺，一经发行便受到人们

喜爱。
“牛年到来，我用牛题材剪纸祝福祖国，牛也象征着我们

祖国的各项事业牛气冲天、蒸蒸日上。作为剪纸艺术的传承
人，应该学习牛的精神，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永远不离开剪
纸传承发展的民间生活沃土，才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剪纸
反哺这片土地，我们的剪纸和文化传承才会有真正的生命
力。”段建珺说。

牛是劳动者的写照，是实干者的化身，是开拓者的缩影，
新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每一次伟大飞跃，都是
奋斗出来的。“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我们要继
续弘扬传承艰苦奋斗、苦干实干、星夜兼程的“三牛”精神，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续写新辉煌。

“牛文化”的精神传承

段建珺的家乡在和林格尔，是《敕勒川》中吟唱的敕勒川
南缘的一部分，他自幼跟着村里老大娘学习剪纸牛，积淀了
深厚的传统剪纸技艺。

段建珺在剪纸牛的嘴里常常要剪草，剪其他草原动物
时，也要加上草，他从当地老人们那里了解到，几百年来人们
剪这些“牛牛马马”，都要剪这种被称为“仙草”的植物纹样，
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牛嘴里不衔“仙草”就没有“活气”，“嘴
里衔根草，命里神人保”就是这个道理。众多民俗学者认为，
剪纸牛嘴里衔的“仙草”其实就是保护牛和家族的生命之草、
繁衍之草，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珍贵的植物崇拜观念在民俗
剪纸中的孑遗。

在段建珺的记忆里，他儿时的农村，每年春节家家户户
都要剪“春牛”、贴“春牛”剪纸，家家户户都有大大小小一厚
叠平平整整压在炕席下。“都是用那种传统的大红纸精心剪

制，剪完要在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态，贴
在家中白生生的麻纸窗户的中心位置，期冀通过‘春牛’剪纸
让家族在新年里能够祛病纳福，风调雨顺。”段建珺告诉记
者，牛当时在老百姓心中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保
护神”和吉祥符号了。

几十年来，段建珺不但在草原剪纸传承中取得了突
出的成就，成为一名杰出的剪纸传承人，而且在草原剪
纸民俗文化研究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刚刚出版的
由段建珺编著的内蒙古文化长廊重点项目《蒙古族传统
美术·剪纸》中，辑选了他抢救的民间剪纸艺术——来自
于科尔沁草原的牛意象剪纸，这些剪纸大多是牧民剪来
做为刺绣底样的。“这些剪纸同样精彩，以阴刻为主体造
型，惟妙惟肖，体现了蒙古族剪纸独特的美和吉祥观
念。”段建珺说。

“春牛”剪纸是一种吉祥符号

【石榴籽】

（图片展示的剪纸作品均为段建珺创作）

□文/图 本报记者 阿荣 院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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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国》：
以文化自信

探寻中国精神的源流

纪录片《中国》剧照

纪录片《中国》剧照

【光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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