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月 6日 /星期五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李程 /�美编 黄江霆 /�校对 何绮云 A14

出品：佛山记者站
策划 / 统筹：谢红 李程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景瑾瑾

�� 走走进进禅禅城城区区人人民民路路近近思思
里里的的一一条条巷巷子子，，会会看看到到一一家家剪剪
纸纸艺艺术术工工作作室室，，对对门门是是一一家家彩彩
灯灯扎扎作作工工作作坊坊。。 让让人人称称道道的的
是是，，这这两两个个工工作作室室的的主主人人是是一一
对对夫夫妻妻。。 1188 年年前前，，两两人人因因学学艺艺
在在佛佛山山市市民民间间艺艺术术研研究究社社相相
遇遇。。 如如今今，，他他们们已已分分别别是是非非遗遗
项项目目佛佛山山彩彩灯灯和和佛佛山山剪剪纸纸的的
市市级级代代表表性性传传承承人人，，堪堪称称佛佛山山
非非遗遗圈圈内内的的““神神雕雕侠侠侣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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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遗遗圈圈有有一一对对““神神雕雕侠侠侣侣””
一一人人潜潜心心剪剪纸纸 一一人人热热衷衷彩彩灯灯

“剪纸的很多工具都是艺人们
自己制作，比如刻刀等。 初进民间
艺术社时， 都要先从基本功训练
起，我学剪纸入门的时候首先是学
习磨刀，手指上的皮都被磨破了。”
邓春红回忆，进到佛山民间艺术社
约一年时，就遇上了非典时期。“艺
术品的销量跟旅游市场紧密相连，
那时候旅游市场不景气，有段时间
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元工资。面临生
存困境，家里人也劝我趁年轻赶紧
转行，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

初入佛山民间艺术社时，邓春
红是社里最年轻的剪纸艺人，其他
大多都是快要退休的老师傅。“剪
纸成了非遗项目后，年轻人才多起
来。 ”

在潜心剪纸艺术近二十年的邓
春红看来，剪纸是“易学难精”，入门
简单，但是要坚持下去，创作出真正
好的作品是不容易的。

师承陈永才、 何燕两位剪纸艺
术大师的邓春红，经过刻苦钻研，如
今在佛山剪纸各个门类方面都很擅
长，在纯色剪纸、衬色剪纸、写色剪
纸、铜凿剪纸方面，均有佳作出品，
并且屡获奖项。 代表作有纯色剪纸
《幸福里》、铜凿剪纸《万象更新》等。
近些年， 邓春红已获得国家级非遗
（广东剪纸）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佛
山市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

去年，邓春红成立了个人剪纸
工作室， 工作室位于人民路近思
里，临近祖庙、岭南天地等景点。邓
春红还经常到佛山二十五小、三水
一小、南庄中心小学等多所学校去
给孩子们上剪纸特色课。她说：“上
课时，我发现孩子们很喜欢传统艺
术，创作能力也很强，我们现在就
像在播种一样，先把艺术的种子播
到孩子们的心田里去，未来就有机
会让这门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

邓春红 把艺术种子播到孩子心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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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彩灯 ， 民间俗称“灯

色”， 是中国传统彩灯艺术的主
要流派之一，具有南方彩灯精巧
秀丽的特色，扎制工艺水平在国
内领先。

进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工
作以后， 李文涛师从多位老前辈，
在绘画、彩灯扎作等方面，都打下
了深厚基础，系统学习了各类彩灯
扎作技术。 至今，他从事彩灯扎作
研究与创作已近 20 年。 2017 年，
他被评为非遗项目佛山彩灯的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

李文涛回忆道，刚到佛山民间
艺术社学艺时，彩灯车间就他一个
外地人，其他都是佛山本地人。“原
本是想来广东工作几年回老家去，
没想到来佛山学了手艺，还在这里
安了家。 ”

“从事扎彩灯工作后，对‘废寝
忘食’ 的这个词有了非常深切的
体会。 经常做彩灯做着就忘记了
时间。 ”李文涛告诉记者，制作彩
灯有创作设计、扎骨架、扪布、装

饰等多道工序， 不仅需要精巧的
构思和灵巧的手艺， 同时也是个
力气活，比如焊接彩灯骨架等。 总
体而言，做手工艺是很辛苦的，但
是他做得很开心， 扎作彩灯时就完
全沉浸到作品里去了，内心很静，从
来都不会烦躁。

李文涛的工作间就开在邓春
红工作室的对面。 平日里，两人会
经常交流创作心得、进行思想火花
的碰撞，甚至共同创作。 在李文涛
的一盏《年年有余》走马灯作品中，
剪纸装饰便出自邓春红之手。

李文涛 “外地人”成佛山彩灯非遗传承人

展开多形式“时代表达”
新闻发布会上，《三字经》

VI 设计公开亮相，《三字经》
原创歌曲、新版《图说三字经》
主创团队特色展示等。 一只萌
萌哒桔子用毛笔书写着“人之
初”，《三字经》VI 设计形象首
次揭开面纱。 VI 设计形象将
广泛应用于三字经文化展馆
周围路面标识、以三字经为主
题的文创展品、历届启蒙文化
节等。

据透露，文化节以三字经
文化展览馆 （区适子纪念馆 ）
为分会场， 结合三字经作者

“登洲先生”区适子的家训和
历代传承特点 ， 开展具有特
色的启蒙礼仪式；同时，举办
千人诵读《三字经》，邀请香

港 、澳门、佛山等地学生，以
及聋哑学生共千余人， 相聚
陈村 ，分别以粤语 、普通话 、
英语，配合手语诵读三字经。

《三字经》原创歌曲将紧紧
围绕三字经文化这一主题进行
创作、制作，有着浓厚的三字经
文化元素。 演唱者将由广东本
土人气歌手阿细演唱， 原创歌
曲还将通过“抖音”传唱、手势
舞挑战赛、制作歌曲 MV 实现
全媒体推送。

陈村镇党委委员张帆表
示，“粤语”与“普通话”对照注
音的新版《图说三字经》，将作
为新校本教材， 同步进行适合
小朋友阅读和审美的插图创
作， 将于首届陈村启蒙文化节

上同期推出。此外，依托首届启
蒙文化节，以“适子”教育为出
发点， 汇聚展现沉浸式优质教
育体验情景， 打造集汉服文化
主题区、小小国风少年活动区、
亲子文化互动区 、 科普空间
VR 展示体验区、 美食协会制
作集市为一体的儿童生活立体
体验空间。 展会还特设“三字
经” 文创展品区、“三字经”互
动体验区等。

张帆介绍，顺德陈村以《三
字经》 文化品牌打造为突破
口， 计划于 11 月举办首届陈
村启蒙文化节，围绕《三字经》
展开多种形式的“时代表达”，
旨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融合。

南 海
大沥“明日之星”创业

圆梦行动正式启动

为创业者搭起
坚强“后盾”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哲报道：9月5日上
午，“明日之星”创业圆梦行动———大沥镇创业
孵化基地推介会正式启动。 10大“创业梦想导
师”、一条龙服务的创业孵化基地、佛山市镇级
最大扶持力度的创业政策，为创业者搭起坚强
的“后盾”。

启动仪式上，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大沥分局局长邓锦棠作了项目介绍。 据悉，
此次“明日之星”圆梦行动，旨在通过大沥现有
的创业孵化基地资源，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业创业导师团队，给予创业者更多的专业指导
和帮助。 符合条件的参与者， 均可获得10大

“创业梦想导师” 一对一的专业指导。 参与者
只需在线上传创业想法、理念，即拥有“梦想电
子通行证”，进入“创业梦想群”，与梦想导师
进行零距离沟通、学习。 梦想导师还将开展线
上公开课《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业赛道》等
课程。 本次行动将有线上一对一的《创业投资
计划书》点评指导，而且线下还会根据每份计
划书行业性质的不同为每位创业者推荐不同
的导师，同时还会设置创业咨询区域，推动各
创业者获得更精准、更具针对性的创业指导。

为进一步拉近创业者与创业梦想导师之
间的距离，推动创业者 、导师、投资者三方互
动，本次活动首次采取了“社群式”管理，推出
了“明日之星创业梦想群”微信群聊互动、梦想
导师线上公开课、答疑邮箱+梦想导师 TIPS、

“我看好你” 天使投资人意向墙、 一分钟开
show、“明日之星”投票环节及有奖互动问答
等系列互动，让创业者得到充分的提问与展示
机会，也让投资者及导师充分了解、帮助广大
创业者们。

而最终成功入围的10大“明日之星”创业
者/团队，将获得“一分钟开Show”时间，展现
自己创业计划最吸引人、最新颖、最具亮点的
地方；可享受进驻大沥创业孵化基地的“政策
大礼包”；获得丰厚的天使投资等，真正将梦想
照进现实。

“希望通过这次圆梦行动，吸引一群想要
创业或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进一步推
动大沥镇创新创业，将大沥镇打造成为高质量
创业高地。 ”大沥镇总工会主席陈珍虎表示，希
望激活大沥镇创业孵化基地的影响力和孵化
率，让创业基地发挥更大作用；最大限度释放
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大沥镇在
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竞争力。

《三字经》作者故里顺德陈村将举办首届启蒙文化节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欧阳志强 通讯员 陈宣

建文化产业发展核心区
据悉，顺德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李健明从传说、文献、版本、实物、实
地、后人、音韵等多方面入手，经过
十三年严谨考证，2007 年提出宋末
元初的顺德陈村登洲人区适子是
《三字经》作者，获得国内学界的普
遍认可。 为促进文化湾区的发展，
传承三字经文化，顺德陈村已启动
“三字经文化”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申报。

作为《三字经》作者的故里，目
前，顺德陈村镇三字经文化产业规
划已经启动，将对三字经文化资源
进行科学的开发， 与国内高校、资
深专家等合作制定 3-5 年的工作

规划。 依据相关规划，陈村将重点
围绕花卉世界、 潭洲村、 仙涌村，
建设陈村三字经文化产业发展的
核心区。

张帆介绍，近年来陈村在文化建
设上进行开拓性的探索，围绕岭南水
乡、千年花乡的文化特质，挖掘打造
花卉文化、三字经文化、黎简文化、朱
熹文化。 通过举办首届启蒙文化节，
陈村将进一步精心打造三字经文化
IP，以“花卉 + 三字经”为特色，打造
大湾区文旅产业新名片。

市市民民参参观观三三字字经经文文化化展展览览馆馆

邓春红的剪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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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涛的彩灯作品
（受访者供图）

9 月 5 日，2019 首届陈村启蒙文化节
新闻发布会在顺德陈村举办。 会议透露，文
化节将在 11 月 2 日 -4 日在花卉世界（主会
场）、区适子纪念馆（分会场）举行，目前，顺
德陈村已启动“三字经文化”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申报，同时，陈村三字经文化产业
规划已经启动，将对三字经文化资源进行科
学的开发，与国内高校、资深专家等合作制
定 3-5 年的工作规划。 依据相关规划，陈村
将重点围绕花卉世界、潭洲村、仙涌村，建设
陈村三字经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区。

陈村学子在三字经展览馆朗诵三字经

启动“三字经文化” 申报省级
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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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很难将外形和性格都透露
着一股子刚毅劲儿、 快人快语的李
文涛与绣花联系起来。

“我母亲年轻时就爱画画，我有
个堂姐会绣花， 从小看着她们做这
些我就很喜欢。自己也就学着做，我
还绣过一个洗衣机罩子呢。”李文涛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他从小就对手
工艺非常感兴趣， 感觉用双手做出
精巧的东西很神奇。

2001 年，二十岁出头的湖北襄阳
年轻小伙子李文涛跟随其姐夫来到了
广州，从小喜欢写写画画的他，原本是

想找一份与美工有关的工作。
“初到广州后的一天，我姐
夫下班拿了一份报纸回来，
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佛山民

间艺术社寻找新生代
力量的报道。 姐夫知

道我喜欢

手工艺术，就鼓励我去试试。 ”李文
涛回忆，看了报道后，他就准备了一
幅自己的画， 带着去佛山民间艺术
社应聘学徒。应聘过程中，他还现场
作了画，并且顺利通过面试，被分配
到了彩灯车间学习。

不到一年时间， 刚从学校毕业
的 19 岁佛山本地女子邓春红也来
到了佛山民间艺术社， 学习剪纸艺
术。 邓春红从小跟外婆一起生活，
外婆平日里会做一些花鸟类的简单
剪纸， 她看着很喜欢， 也就对手工
艺产生了兴趣。 同时， 因为从小一
直生活在祖庙附近的老街区， 在正
式学艺前， 邓春红路过佛山民间艺
术社时， 也经常会去看老前辈们做
手工艺。

同样的兴趣爱好， 使得两个年
轻人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学习， 然后
相识相知、彼此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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