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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选送的武权的皮雕作
品《留给春天的种子》，荣获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这是内蒙古工
艺美术时隔多年再次荣获“山花奖”，也是内蒙古传
承弘扬传统工艺、推动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留给春天的种子》是武权立足民间传统皮艺
的基础，长期潜心钻研，结合当代审美理念创作出
的既有民间艺术特色，又具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坚守——立足本土的技艺传承
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着

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深
入交往、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众多形式多元、特
色鲜明的工艺美术门类，皮艺便是其中一项具有鲜
明北方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沃野千里的内蒙古
高原孕育了一代代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们，
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着以皮为主要
材料的手工技艺。五畜的皮是游牧、畜牧生产生活
中最易获得的材料，把各类牲畜的皮制作成生产资
料也是北方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回溯北方各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我们会看到
各具鲜明区域特征和审美特征的皮艺作品，如毡
房、衣帽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在游牧时使用的各
类皮制车马器具等，充分展现出作为北疆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的
生存理念、敬天惜物的造物思想以及丰富多元的
美学意蕴。

今天，尽管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带来诸多便利，
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
是先进的制作工具和丰富多样的物质材料不断产
生，但我们并没有割断文脉、舍去传统，而是在传承
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留给春天的种子》以内蒙古较为丰富的牛皮
作为主要材料，以北方地区所常见的朴实、厚重的
棕黄色为主要色调，采用立体造型，运用本地区传
统工艺创作而成。这件作品是内蒙古民间皮艺在
新时代结出的硕果，也为未来民间艺术的发展开拓
了一条新的思路。

探索——艺术形式的变换与内涵的延伸
“对于工艺美术人来讲，26年的追随是一个诠

释。工艺美术不属于纯艺术，不但要有较高的设
计，还要有高难度技巧、技术和对材料丰富性的理
解及应用。设计是作品的灵魂，不是凭空想象而成
的，是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知识量的储备交
融。”这是武权在教学和学术交流讲到的。他不仅
如此说，在近30年的艺术生涯中也是如此践行的。

2015年，武权被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内蒙古工艺美术协会授予“内蒙古自治区
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8年被内蒙古民间文艺家
协会授予“内蒙古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20
年被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聘为“大师工作
室实践导师”。他的皮艺作品曾获得过多项殊荣：
2009年，《牛蹄工艺品系列》荣获“第二届内蒙古旅
游商品设计大赛”金奖；2013年，《吉祥桌》荣获“呼和浩特市首届皮画艺术
品展览会”金奖；2014年，《原始的美》荣获“中国皮革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
计大赛”银奖；2015年，《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呼唤》荣获“中国民族工艺美术
神工百花奖金奖”；2023年，《留给春天的种子》荣获“第三届全区工艺美术
精品展”一等奖等。

武权对传统皮艺长期苦心孤诣的钻研，多次试验，冲破多道难关，在各
类艺术形式的变换中，探索民间艺术内涵延伸的可能性。正如其本人所说：

“高难度的技巧、技术是作品的骨架，并非一学而就，需要多年反复刻苦学
习，形成肌肉记忆和灵活的程序思维模式，才能达到‘即用即就’的境界。表
面的技术是一层窗户纸，真正的技术、技巧是看不到的，是抽象的、数字的，
有极强的逻辑性。材料是作品的肌肉和血液，对材料的理解和应用的思考
需要反复研究，通过合理地利用材料，从而达到最佳效果。”

《留给春天的种子》正是对传统材料和技艺的灵活运用，他所选取的
材料不是从商店购买的工艺性植鞣皮，而是纯手工鞣制的牛皮，这与当下
许多皮艺作品是不同的。正因他能充分了解手工皮革的材料特性，也就
是在熟知并掌握不同牛皮的不同韧性和材料性能的基础上，再以当代人
的审美意识与观念理想，来实现对作品形式的变换与内涵的延伸。该作
品之所以能令人眼前一亮，使人获得特别的审美享受，进而产生情感上的
共鸣，原因也在于此。

求新——工艺随时代发展的创造性转化
《留给春天的种子》对于今天内蒙古民间工艺美术具有怎样的意义和贡

献呢？笔者认为，关键是把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理念成功结合在了一起，是
民间传统工艺材料和技艺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武权通过长期的创作实
践，终于带来这样一件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案例。

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今天，传承不能只流于形式，重要的是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工艺和现代科技有效结合。传承须顺应时代发展，
把材料、技艺之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智慧创新性地发扬光大。因此，内蒙古
民间工艺要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必然要有更大程度的创新，做好两个方面
的工作尤为重要：一是在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发展问题上加大力
度。以该作品获奖的案例为契机，迅速、系统地推动以学术研究为引领的宣
传，带动更多民间工艺美术从业者深化对传统的挖掘与凝练，敢于在传承的
基础上探索创新；二是发挥相关部门、协会的组织优势，调动专业力量，更大
程度地把民间艺人及民间工艺爱好者凝聚在一起，从理论基础到实践环节
进行指导，努力推动新一轮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效实践。

求变——艺术为时代服务，要有时代的温度
弘扬优秀传统技艺要切合时代背景，民间工艺作品一旦因缺乏时代气

息，或达不到当下的审美标准，便不会被大众认可。如武权所言，“艺术为时
代服务，要有时代的温度”。面对目前新的发展趋势，民间工艺应该从技艺、
材料、工具、形式与内涵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与现代设计深度结合，并将其
有序推进文旅市场，融入社会经济。

总体来看，内蒙古民间工艺的发展必然要重新设计整合，紧跟时代脉
搏，以传统技艺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优秀作品，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并不断
提档升级。对于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弘扬问题，需要倡议多方积极培养
传承人。虽然从一般生产的角度看，传统手工技艺正因工业化生产的冲击
处于“濒危”的状态，但从《留给春天的种子》这件作品来
看，它获得的不仅是一个奖项的标签，而是打破了一种
认为传统皮艺无法进入更高端艺术殿堂的消极思想，引
发人们对于民间工艺在当代发展的新思考。因此，今后
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如何调整民间工艺创新发展路径，
使其在社会转型之下仍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时光匆匆，当代内蒙古儿童文学已
经走过了77年历程。儿童长篇小说《故
事的乌塔》《向东方》、中篇小说《高飞吧，
天鹅》，短篇小说《小冈苏赫》《小侦察员》
等作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已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故事的乌塔》曾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一年；《小
冈苏赫》被选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短篇小说选》。各民族前辈作家在不
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内蒙古儿童文学
作品融入了中华民族儿童文学的优良
传统。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内
蒙古儿童文学创作势头正劲。作品涵盖
面不断拓展，已包括了历史、乡土、文化、
生态等诸方面题材。较为突出的，如赤
峰市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的长篇小说
《锔盆女孩》，写元朝大德年间，草原女孩
赵吉儿为陪伴母亲寻找远在通州码头做
木匠的父亲，女扮男装，一路风尘，来到
当时的大都北京。母亲为运送瓷器的船
主当佣人，因不慎打碎了贵重瓷器而负
债。吉儿尝尽人间辛酸，学会了焗瓷手
艺，还清债务，赢得尊严。少年励志的故
事感人至深，也由此展现了古代运河码
头瓷器文化的兴盛和汉蒙文化的交流交
融。韩静慧的另一本长篇小说《编织梦
想的草原女孩儿》，写一个当代草原女孩
决心学习父亲擀毡子手艺、并将现代艺
术融入传统手艺，通过网络传入城市。
作品讲述了各民族在日常交往交流中早
已形成文化共同体，以及各民族新一代
人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另一
本散文集《梦中的白天鹅》，包括30篇描
写农村女孩三儿的童年生活故事，如夏
天追天鹅、挖野菜，正月撒灯、上树、看星
星等等，天真活泼中充满了对世界无限
的幻想，在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生活仍
然自由而快乐。

赤峰市女作家敖嫩高勒（贾月珍），

是一位林业工程师，她写了电影剧本《蜻
蜓》之后，又写出草原生态题材的儿童长
篇小说《蜻蜓王归来》。与此同时，她始
终关注家庭教育中的文学熏染和情操陶
冶，著有亲子共读“暖心相伴系列”故事
集《早上好，小孩儿》《宝贝，晚安》《轻轻
告诉你》《不想乖乖的》。内容贴近实际
实践，语言符合童情童趣，接地气，又洋
溢着天真的稚气和向上的志气，满含着
活泼泼的正能量。

还有一位赤峰市女作家卢瑞彬（默
涵），当过公务员，当过记者，生活视野比
较广阔。长长短短的儿童文学作品写了
不少。几年前曾写出长篇儿童小说《聪
聪救母遇险记》，展现了长期的生活积累
和飞扬的想象力。她在散文《遥远的牧
歌》中，写了对幼小弟弟雪童的真心怀
念、对童年家乡锡林郭勒草原的深情眷
恋，引发小读者和成年读者的内心共鸣。

通辽市的儿童文学创作，根深叶
茂。作家许廷旺始终坚守在内蒙古儿童
文学领域。由于他自幼在科尔沁草原与
乡村交界处成长，动物文学写得鲜活灵
动、丰富多彩，近期写出的《牧羊犬惊
雷》，不仅细腻地写出两条牧羊犬的成
长，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下草原生活，艺
术地描写了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人与
草地生态环境的关系，展现出厚重的地
域文化和深刻的生态意识。在陆续出版
的长篇少年小说《雕花的马鞍》《我们是
安达》中，更加鲜明地描绘了祖国北疆大
地上各民族一代代人和睦相处、守望相
助，心心相连、息息相通，城乡相共、日常
相融的现实生活故事，在一代
代各民族少年儿童的心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许廷
旺的新作《男孩与草原雕》，在
大自然四季更迭中抒写人与大
自然相依相存、共生共荣的和
谐、和宁，巧写人与草原猛禽不

损不伤、互帮互助的美好与美妙，是当代
动物文学中的精品。

另一位作家周国衡，多少年来一直
默默无闻地耕耘在儿童文学百花园中。
他的动物小说，如长篇《会跳舞的狼》、短
篇《钓鱼狼》，从题目看似乎只是在写草
原上的狼，其实他关注的是草原生态和
草原人们的现实生活，他写动物，也是在
写人。中篇儿童小说《夏天的暴风雪》，
写一个有自闭倾向的儿童在淳朴、纯净
的大草原上自我疗愈。既写了草原上的
人们心中的亲爱和友爱，更写了朴素、朴
妙的大自然对人的心灵的深沉深远影
响。这种影响微妙而美妙、巧妙而奇妙，
可谓妙不可言。周国衡变不可为可，证
明了儿童文学作家一颗童心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文学新人的出
现。近年间，不间断地写儿童文学、而且
写得好的，通辽的青年作家何君华首当
其冲。他，来自湖北黄冈，那年高考，录
取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校在内蒙古通
辽市。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何君华来
到通辽上大学之后，在通辽工作、写作。
由于他扎根内蒙古大地，与这里的各民
族人民友好相处、友善相待，以这里的各
民族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写草原文学，
写动物文学，都受到读者喜爱。由于他
常常采取儿童视角，又常常运用幻想的
艺术手段，就很自然地走进了儿童文学
领域。近年间已出版中短篇儿童文学集
《少年与海》《最后的鱼王》《奔跑的白驼》
《消失的火狐》等。作品散发着浓郁的草
原生活气息，充满了明朗的现代生态意

识，呈现出活泼的乡野儿童
情趣，作品覆盖面遍于全
国。

内蒙古自治区最北边
的呼伦贝尔市，是“三少”民
族聚居的地方。达斡尔族
女作家昳岚的长篇儿童小

说《哈尼卡之眼》，已经纳入《中国当代少
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第二辑）。
作家从达斡尔少女玩偶哈尼卡切入，写
出达斡尔族道德文化的承扬，展现了中
华各民族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另一
位达斡尔族作家杜伟军是一位空军大
校，长年坚持儿童文学创作，他的短篇小
说《九个水壶》被选入全国多地中考语文
试卷。鄂温克族女作家涂格敦·安娜，曾
写过一些草原上不同民族人们关心内地
来接受再教育的汉族青少年的动人故
事，近年也时有关于草原上不同民族青
少年团结互助的故事发表。已在集宁师
范学院任教的鄂温克族青年女学者杜拉
尔·希然，也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与
创作。

蒙古文儿童文学创作，因为有《花
蕾》杂志社的倡导和内蒙古翻译家协会
的扶持，在新时代始终保持着活跃、进步
的势头，在 2022年六一儿童节前，由作
家出版社连续出版蒙译汉儿童文学卷
《金马驹》《蚂蚁漩涡》，50篇中短篇小说、
童话，共近 50万字。两本书卷中，大自
然和人文题材并重，贯穿着爱祖国、爱民
族、爱家乡、爱亲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思想情感。

不可忘怀的是，一些旅居外省的内
蒙古籍的蒙古族作家，如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霍聃、鲍尔吉·原野等，在儿童文学
创作上都卓有成就，他们创作的素材大
都取自自己的家乡。这也是一种值得研
究的文学现象。

可以看到，新时代的内蒙古各民族
儿童文学作家，将现代儿童观与儿童文
学的唯美浪漫有机融为一体，以纯粹的
儿童本位情怀和理想主义情思书写生活
在广大乡野的儿童生活，从而将对辽阔
祖国、对伟大中华民族的挚爱与深情融
入到对儿童的关注、对现实的观照、对时
代的思考之中。

内蒙古儿童文学内蒙古儿童文学的新发展的新发展
◎张锦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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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辽美术馆举办的“时代风度——
中国美术家作品邀请展”上，16位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画作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

此次展览有如下特点：一、突出时代
性。此次展览颇具“草原艺象”“时代风
度”，紧扣时代主题，为生活记录，为人民
放歌。二、突出鲜明性。16位参展艺术
家中，油画家范迪安、王铁牛、骆根兴、陆
庆龙、王建国；中国画家刘健、任惠中、刘
建、邹立颖、王平、王冠军；版画家代大
权、于承佑、杨越、罗中伟、郝彦杰，皆为
各自领域具有代表性和独特艺术风格的
大家，他们创作的题材涵盖了民族人物、
山水风景、花鸟自然、都市生活、城乡发
展等万千气象，呈现了当下美术艺术的
多元性、前沿性、学术性、引领性。三、突
出艺术性。16位参展艺术家，虽然创作
语境各自不同，但风度在于厚度，艺术在
于高度，不少参展作品都是艺术家的代
表之作，令人震撼、叫好，让人有高山仰
止之感。范迪安的油画注重色彩的把
握，用墨或清或淡，五彩斑斓，有一种通
透的美；王铁牛的风景油画，用画笔触碰
自然、触碰内心，与自然物像对话，在情

与景的交融中，实现艺术创作；骆根兴的
油画，有中国画特质的“意境渲染”，色差
对比中呈现出隽永之美；陆庆龙的作品
饱含情愫，绘灵动之美；王建国的作品意
境、气势、个性鲜明。

6位国画家的作品气势磅礴，任惠中
的写意人物画，注重把握中国画的气象，
在墨与色运用上，相互碰撞，浓淡有度；
邹立颖的绘画，突出艺术灵魂的把握，把
思想立意，融会贯穿于整个画作，给人强
烈的视觉冲击。在艺术风貌上，追求奇
异的线条、现代感的画面构成、高度自由
的抽象，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于承佑的
版画，从构思到立意，充满浓厚生活气
息，呈现了不一样的气派之美。

罗中伟的版画有一种大道之痕、画
面留声之感，以宏大的视野，绘就传统与
现代、过往与现实相结合的特色，打造了
独特的艺术语境，展现了深邃自由的艺
术思想、精细严谨的构图、精湛娴熟的技
巧，形成了具有鲜明美学特征的版画风
格。特别是他在水印木刻版画的探索
上，倾心于水印版画语言的出新和诗意
的表达，在水印版画领域形成了清丽、空
灵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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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寨人家》。 作者 刘健

《敖鲁古雅》。 作者 任惠中

《初春的天山脚下》 。 作者 王铁牛《煦阳》。 作者 罗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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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场之二》。 作者 王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