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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一笔 匠心独运 一器一物 情感长存
佛山彩扎 女弟子来扎狮头

同为女子，同样学习美术出身，同是手艺人，欧琦辉的生活则是
另一个样子。 她是佛山狮头（彩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黎伟的嫡传弟
子，黎家狮第六代传承人，美术高级教师。

欧琦辉与狮头结缘时已是一个孩子的妈。那年，她和丈夫带着小
孩一起去佛山祖庙看舞狮。“快看！刘关张狮头！ ”一个外国孩子兴奋
地说。什么是刘关张狮头？为什么一个外国小孩能轻易说出？欧琦辉
颇感震惊，自此走上了拜师学艺之路。

所谓刘关张， 是指狮头的三大形象。 佛山狮头扎作技艺源于明
代，清代乾隆年间正式在当地兴起。当时的扎作师傅从粤剧脸谱中汲
取灵感，创造性地制作出了五彩刘备面、红狮关公面、黑狮张飞面的
狮头形象，并延续至今。 了解到这些之后，欧琦辉便敲开了佛山狮头
（彩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黎伟的门。

佛山狮头的制作属于“彩扎”，工序十分复杂，从扎作、朴纸、写色
到装饰，分解下来有 1300 多个步骤。扎是指要先用竹篾、纱纸为主要
材料扎出狮胚；朴是用纱纸、纱绸为原料朴狮，将狮胚做出模型，一般
里外盖三层纱纸， 中间用纱绸将狮胚糊起来， 呈现出一个简单的轮
廓，糨糊中加入明矾可使得狮头制作完成后避免被虫蛀；写即是用油
彩上色，勾画花纹，将狮头的特征和主色调表现出来，勾画性格以及
细节；最后组装时，要用可活动的连接装置把下巴、睫毛和耳朵组装
起来，便于这些部位能自由开合，生动活跃。

据称，佛山存在几户做狮头的人家，其中黎家狮最出名。 真实的
黄飞鸿当年便是用的黎家狮， 狮队经过店铺门口时还要叩头以示感
谢。 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中也用了许多黎家狮。

在欧琦辉的工作室里，记者看到了磁悬浮 3D 打印狮头摆件、3D
打印狮头装饰灯、亲子手作———狮头信箱等狮头工艺品。它们体积偏
小，外表简洁，又富有现代科技感，是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宜室宜家好
摆件。欧琦辉说，“我现在的责任是宣传和弘扬狮头文化，这里边有太
多的故事。我要告诉更多的人，狮头不仅与武术有关，还与粤剧有关，
与宗教有关。 ”

公共空间 太古汇承载街坊文化记忆
与欧琦辉工作室相距 30 多公里的广州天河区，太古汇总经理黄

瑛也一直努力把老广从前所叹所赏之物展示给更多的人。
位于天河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的广州太古汇，从不吝惜寸土寸金

之地，更是变着法儿将它变成广府美工集聚空间。2017年丁酉新春，广
州太古汇携手琉璃工房呈献堪称华南区最大的室内琉璃艺术展，臻美
殿堂级琉璃国粹首次礼献广州。 2018年 2月，广州太古汇戊戌年新春
活动邀请国家级非遗项目广东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陈永才之首徒饶
宝莲创作了大型剪纸作品，共计展出 8幅经典贺年剪纸作品，及 88个
各式各样的“福”字。 2019年新春，广州太古汇展出了来自清朝的广彩
文物、广彩国家级传承人的金奖作品以及新广彩创意艺术品。

从小在西关长大的黄瑛，对广府传统美工艺品具有特殊的感情。
“在我小的时候，那边有很多好看的好玩的东西，上下九还有一个玉
雕厂，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希望能够更加理解广府文化，继
承它，发展它，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喜欢和欣赏它。 ”

正是基于这份初心，黄瑛希望在商业营运之外，广州太古汇能为
文化保育贡献一份力量。在黄瑛看来，商场不同于博物馆等封闭展示
空间的地方在于，它的天然属性是公共的，而且通常位于一个社区的
核心位置，拥有宽敞的室内室外场地，这一切都使得商业购物中心在
推动公共美学教育、公共文化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来自不
同城区的顾客、每天通勤的上班族、周边社区的居民，每天有大量人
群汇聚于此， 因此通过广州太古汇空间这个枢纽辐射出去的文化能
量，可以被成倍地放大，传递到更远的城市角落。而且，这种融入在生
活之中的文化能量是鲜活的、是极具生命力的，是传统文化艺术得以
走进民众、连接下一代人所需要的纽带。

今年 7 月 -8 月， 记者在广州太古汇商场三楼看到了“衍艺时
空”艺术项目系列活动之“启航———广州美术学院 2019 毕业作品精
选展”，戏服、广绣等传统广府美工元素在周立均等毕业生的影视动
画作品中呈现。“太古汇扎根于广州这个城市，应该与这个城市共同
成长，我们希望在空间上与消费者产生情感连接，通过给大家带来的
艺术文化，形成永久的空间记忆，从而促使下一代对广府文化进行思
考、发展、创新，以传承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 ”黄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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