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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绣卷太壮观了。”9 日上午，

两幅长约50米的《清明上河图》绣卷在大

司巷小学展出，全校师生排队有序观看。

据了解，这两幅《清明上河图》采用古

绢为底，纯手工绣制，是经济开发区长恬

村李忠青、李仙云夫妇历时十多年完成

的。仔细观赏这两幅绣品，不难发现作者

把原作品中的人物、牲畜、轿、船只，以及

气势磅礴的桥梁和城楼，都绣得惟妙惟

肖，真实还原了原画的韵味。

“长度 45 米的《清明上河图》是参照

清院本而作，用了80多种不同色线，其中

有人物 1600 多个，房屋近 50 处，车、轿

20 多辆，大小船只 20 多艘，还有数百头

动物牲畜。”李仙云介绍，另一幅长度 50

米的则是张择端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聊起为何要绣《清明上河图》，李仙云

回忆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她看

到运动健儿努力拼搏为国争光时，内心激

情澎湃。她因为从小跟着奶奶学刺绣，也

当过裁缝，所以抽空会做一些刺绣，当时

就产生了绣巨幅《清明上河图》的念头。

立下目标后，李仙云很少看电视，也

几乎不出门，一门心思扑在刺绣上。刺绣

看起来简单，但想要绣好并不容易，更不

用说是绣巨幅《清明上河图》了。“稍不留

神就会绣错，而且一旦发现有一页图纸对

不上，那就得全部拆掉重新绣。”李仙云

告诉记者，虽然刺绣的过程很枯燥，但每

当绣完一部分，离目标就近了一步，她就

有很大的满足感。

“体会，创作巨匠的博大精深；感悟，

经典艺术的不朽传奇。”在刺绣的后半部

分，酷爱书画的李忠青不仅为刺绣题写了

跋文，还设计了“仙云刺绣”的印章。

“我在课本中学到过《清明上河图》，

一直以为它只能用画笔来呈现，今天看到

这幅巨幅绣品后，我的内心很是震撼。”

五年级学生胡来来看完后发出这样的感

叹。他的同班同学周紫涵也表示，如此宏

伟的作品需要作者通过一针一线来完成，

她要学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李仙云希望在余下的时间里，完成更

多独一无二的中国名画刺绣。

一针一线传承经典
全心全意绘绣宏图

《清明上河图》
绣卷在大司巷
小学展出
□融媒记者 吕鹏

□融媒记者 高婷婷

10 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85项)

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0项)正

式出炉。其中，永康铸铁技艺榜上

有名，成为继《九狮图》《十八蝴蝶》、

醒感戏、永康锡雕、方岩庙会、永康

鼓词等后，我市第7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据了解，我市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铸铁，是指生铁、废钢、铁含金

等通过熔化，铸造成各种器具的过

程。传统的永康铸铁，以铸造民用

铁镬、铁壶及其他生活、生产用品为

主。永康地处浙江中部，向来多五

金工匠，素称百工之乡，铸铁为五金

行 当 中 重 要 一 行 ，历 史 悠 久 。 据

1991 年版《永康县志》载：“早在清

代，就有铸铁工匠在县内外设坊建

场，自制铸炉，从事翻砂浇铸食锅、

秤砣、铁壶等。”沿至上世纪八十年

代，永康铸铁工匠已遍布本省及闽、

皖、赣、湘或更远的地区开设镬炉作

坊，从事铸铁行当。

铸铁技艺保留了从农耕文明到

现代文明的历史印证，拥有丰富的

历史价值，是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宝

贵遗产。其次，铸铁制品具有深厚

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内涵，是永

康五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永康铸铁工艺精良，有较强的独特

性和地域性，且与人们的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应用广泛，实用性强，经

济前景好。经过千年来的生产性传

承与创新，铸铁已成为永康五金行

业中的重要门类。

永康铸铁文化曾经影响几代人

的生产生活，辐射大半个中国。随

着社会的发展，永康铸铁被赋予了

新的要求，永康铸铁人及时调整思

路，开发了多种适应现代生活需求

的产品以适应市场。省级非遗“永

康铸铁（铁锅、铁壶）”代表性传承人

胡志强专注铸铁技艺 40 余年，在传

统工艺的基础上采用蜡模工艺，研

制改良制成艺术铁壶、铁杯、茶托、

茶盘等茶文化系列配套制品，入驻

全国各大商场、知名茶楼，并远销日

本、欧洲十几个国家，扩大了永康铸

铁的国际影响。

近年来，我市非遗保护工作成

效显著，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非遗

项目 7 项、省级项目 16 项、金华市

级项目 44 项，建设起了独树一帜，

影响深远的非遗品牌。原市非遗

保护中心主任吕美丽告诉记者，这

几年，我市积极探索一条文旅结合

的非遗保护之路，以美丽乡村为背

景，拍摄锡雕、铜艺、钉秤、打金打

银、方岩庙会等主题纪录片，让非

遗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带动乡

村旅游业发展。

芝英镇“半面街”上经年不息的

捶打声，前仓镇大陈村的“创匠工

坊”汇聚着布艺、陶艺等多项非遗手

艺，石柱镇塘里村“掌声工坊”展示

着精美绝伦的银器，《十八蝴蝶》在

高镇翩翩飞舞⋯⋯这样鲜活的例子

在永康新农村建设中比比皆是。非

遗“反哺”农村旅游业发展，为美丽

乡村建设注入文化之魂；而在乡土

舞台上，非遗也同样得到了活态传

承，生生不息。

铸铁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
我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工匠正在铸铁工匠正在铸铁

扫一扫 看精彩

8 日，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一

级巡视员臧军率创作联合党支部和

浙江文学院（馆）党支部全体党员，

来到前仓镇大陈村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党日活动，用实际行动服务

基层作家，考察我市作家驻村制度

及人文实践的推行成果，向驻村作

家俱乐部赠送500册图书。

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程

学军向在座的外地作家发出盛情邀

请，希望他们多来永康走走看看，更好

地关注永康、宣传永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作协名誉主席、陈亮研究会

会长章锦水详细介绍了我市作家驻村

制度推行和陈亮研究会艺山义田人文

实践基地设立等情况，并得到了臧军

等省作协领导的充分肯定。

在古色古香的舜耕堂内，这场

别开生面的文化交流座谈会拉开序

幕。20 多名本地作家应邀出席，与

省作协作家、文学杂志编辑们面对

面交流诗歌、散文、小说创作经验。

浙江文学院（馆）副院（馆）长黄

咏梅首先肯定了永康的文学力量：

“金华地区的许多实力派作家都在

永康。比如‘新荷计划’的新青年专

辑中就有杨方的身影。不少永康籍

作家都曾在《江南》杂志上发表过作

品，有几位甚至是‘常驻’作者。”借

此机会，她也殷切呼吁永康多多输

送新荷作家，让省作协的青年力量

更加健壮。

随后，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

志社主编钟求是采取一问一答的形

式，为在场作家答疑、解惑、支招。

市作协主席蒋伟文说，县市基

层文学因受地域局限，难以突破写

作瓶颈，无法用好身边资源。对此，

钟求是认为，对作家而言，有个写作

的根据地很重要，但在一个地方呆

久了，难以创新。所以，需要让身体

或心灵适时地“离开”故乡，如看书、

走读、采风，一旦创作视野打开了，

在哪儿都能写出好文章。

作家胡树彬是一位积极的投稿

者，据说前两天刚投了一篇短篇小

说《醒悟》。可他心中一直苦恼：“虽

勤快却难造精品，精品具备哪些要

素？”钟求是从《醒悟》切入，诚恳地

道出了它与精品之间的差距。“故事

架构简单，厚度不够，行文中规中

矩，震撼力不强。”

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黄素霞反

映了协会成立后存在的几方面短

板——活动难开展，会员和作品数

量有限，缺乏“大神”和“爆款”，转

攻 现 实 题 材 可 知 识 储 备 不 足 等 。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钟求是承诺，

省作协会帮忙牵线，号召“大神”来

永，并给本地网络作家提供适当的

学习培训机会。

席间，针对作家驻村这一人文

实践创新举措，前仓镇党委书记朱

正伟就如何打造农村题材的特色文

学精品提问。《浙江作家》杂志编辑

部主任魏丽敏凭借阅稿经验，谈了

几点感受与建议：以小见大，不要妄

想铺开该村的全部亮点，开篇要新，

切忌资料堆砌。她说：“作家应该和

村庄的人事物建立紧密联结后，再

去写作。”

诗人陈星光有个心愿，通过手

中的笔，将其所驻的秀山村斗潭自

然村推广成“网红村”，提升村庄旅

游经济。在他看来，文化扶贫才是

“ 把 文 章 写 在 大 地 上 ”的 真 正 意

义。臧军深有同感，他希望作家要

落 实 好 驻 村 的 创 新 举 措 ，深 入 基

层 ，以 笔 筑 梦 ，书 写 乡 村 振 兴 巨

变。“作家们不仅要把所见所闻写

成文学作品，还要把心与人民群众

贴在一起，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基

层文学作品。”臧军说，今后，省作

协将密切联系基层，组织省内传统

作家、网络作家在大陈设立文学创

作基地，开展主题或非主题创作活

动，以助力永康的文学队伍建设和

文学精品培育工作。

当天下午，省作协创作联合党

支部和浙江文学院（馆）党支部全体

党员还赴方岩瞻仰刘英烈士陵园，

并在五峰书院聆听了市委党校高新

老师讲述党史。

省作协来永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服务基层作家 交流文学创作
□融媒记者 马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