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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茹占群责任意识的引领下，他的公司

本着“用继承传承文明，以创新开拓未来”的

宗旨，以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为抢

救和传承望江挑花，聘请挑花传承人帅根元

为公司艺术指导，定期培训挑花工人。

与此同时，肯定和荣誉接踵而来：创作

的“徽式民居”系列作品荣获第四届中博会

中国旅游商品博览交易会组委会“推荐旅游

商品”称号；2010年6月，产品入展“上海世

博会”；同年，大型壁挂“闹花灯”荣获“中国

国际第二届旅游商品博览会大赛”银奖，这

也是安徽省在这次大赛中获得的最高奖

项。今年4月，惠龙公司产品“闹花灯”挂

屏、“国粹”靠枕分别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

奖”铜奖。

如何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传承给下一代，茹占群也想了很多办法

并予实施。比如说把民间的老艺人请进公

司，由他们在公司对新员工进行集中培训

或一对一的传习；还建立了“望江挑花传习

所”，培训了挑花工人；此外，通过收集、整

理民间挑花艺术原件或孤本，再整理出册，

作为教材把这种流传1000余年的民间艺术

纳入中小学素质教育中。2008年 12月，安

徽省望江第一中学指定“惠龙”为其民间美

术实践基地。

在传承的同时，茹占群还开发了很多

适合平常百姓适用的挑花产品，如壁画、方

巾、抱枕、沙发扶手、挑花服饰、屏风等系列

180多个品种。“合肥的老百姓也能亲自感

受挑花的艺术魅力，我们研发的生活用品

在省城的红星美凯龙、伊赛特、义乌小商品

城、汽车城宝马店都有售卖。”

茹占群说，下一步，他将把这项民间草

根文化走入省城合肥，聘请了一批挑花老

艺人在合肥亲自培训，手把手地教老百姓

们挑花，并开展系列的挑花展览，让更多的

人来关注它、喜欢它、保护它、传承它。

草根里走出雅文化
访望江县惠龙挑花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茹占群

盼挑花灿烂
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鸦滩挑花”传人帅根元

今年88岁的帅根元，担任了几十年

的鸦滩镇文化站站长。老人仍显得精

神矍烁，提起望江挑花，如数家珍。据

介绍，望江挑花始于唐、兴于今，原为当

地民间敬神的敬褡，是村姑用头

发在土布上织绣而成。在唐代

大诗人罗隐的点化下，望江挑花

便在村姑们的手中演变成以人物、动

物、花卉、风景和图腾纹样、民风民俗为

题材，将图案再现于经纬，应用于生活，

融艺术性、实用性于一体。

老人对于望江挑花的用心，像是对

待自己心爱的女儿。交谈的过程中，老

人极爱怜地拿出他收藏的几件挑花珍

品，其中有一幅是清初时期的作品，老

人告诉我这是一位大家闺秀完成的作

品，作品由四个部分组成，作品的上方

绘制的是“状元游街图”，下方是“七仙

女打连枷”，左右两边是“凤朝牡丹

图”，作品的中间是一首诗：塘沿一

颗竹，风吹绿又绿；砍下做竹篮，吹

出万千曲。老人详细地给我讲述

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讲述它其中

蕴含的艺术魅力。老人说曾有人

出 20 万元欲收藏这幅作品，他当

时婉拒了，他说这幅作品见证过挑

花工艺的发展，蕴含着挑花工艺的

精髓，是一件无价之宝。

老人欣慰地告诉我，截至目

前，我国分三批共认定了1488名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但耄耋之年者占到1/3，许

多非遗项目后继无人。

蕴藏着 1100 多年民间工艺的

望江挑花，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挑花女工

抱团迈向市场，300余名女工纷纷提出

申请，愿做下一代“望江挑花”传承人。

作别帅根元老人，端坐在铺着挑花

坐垫的木椅上，静静地看着由国家一级

演员韩再芬主演的黄梅戏电视剧《挑花

女》，电视剧播出后挑花服饰的惊艳曾

引起轰动。剧中一群挑花女身着漂亮

的挑花服饰，摇曳出浓厚的乡土气息。

张火旺 何杰华

一个初冬的午后，暖阳照进了位于

合肥政务文化区的蔚蓝商务港里一个

普通的写字间。

这是个不大的地方，迎面走进去，

映入眼帘的竟然全是一幅幅清新古朴

的艺术作品、墙上挂的、地上摆的……

原来，它们就是源于唐代的民间瑰宝

——望江挑花。只见图案有的绣有徽

州古民居、有的绣有送福童子，还有太

极、日、月、星、云等图案和喜字、吉祥、

平安等各种文字。细看下去，才品出这

些佳品构图元素取材于生活生产、游

戏，及喜庆等一些民间活动。

正流连于挑花的艺术世界，一位中

等身材的儒雅男士向记者伸出了欢迎

的双手。他，就是望江县目前仅有的四

家挑花企业之一的惠龙挑花工艺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茹占群。“独特的民间传

统美术、独特的民间手工技艺、古雷池

文化艺术的结晶。”对于挑花，茹占群是

这样品鉴的。

张亚琴

黄梅戏演员出身的茹占群，在到望

江县文化馆工作后，因为职业的缘故，

开始学习美术，因而对其它的艺术门类

也发生了兴趣。偶然的一天，他看到报

纸上刊登了一则望江挑花进人民大会

堂的新闻，同时配发的多幅挑花图片瞬

间牢牢吸住他的目光。喜欢挑花，从这

时起，已由茹占群的内心油然而生。

从此，他开始留意一切有关望江挑

花的事物。

事也凑巧，茹占群在望江县黄梅剧

团工作时的团长和老师帅根元，竟然是

挑花的大师。一次，茹占群去看望帅根

元，在闲聊间得知老师收藏了4箱古挑

花。帅根元是从失明的姐姐那学会了

挑花的技艺。

老师的经历让茹占群兴奋不已，传

承这项古老的技艺，成了茹占群最大的

心愿。2008年 6月，作为挑花的传人，

茹占群正式成立了“惠龙”挑花公司，投

入资金240万元，成为当地实力最强的

挑花企业。

在茹占群的介绍下，记者初步了解

了望江挑花是通过谐音、借喻、比拟、双

关、象征诸多表现手法，构成寄寓喜庆

吉祥的内容和形式。

如头巾上“凤戏牡丹”寓意独占爱

情；敬褡上“九连灯”表示喜庆；围裙上

“蝴蝶扑金瓜”抒发心灵深处的美好愿

望；老人裙带上的“福寿双钱”预祝晚年

幸福等等。“这些构图形象生动、寓意深

刻，反映了望江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和向往。”茹占群解释道。

在上世纪80年代，茹占群为收集挑

花的资料和原物而经常往乡间田野奔

波。在挑花制作过程中，有个工艺技术

需要模板，可当时所有人从来没有见

过。茹志群为此走遍了深山老林人

家。终于打听了有一人持有，便立即赶

过去，仍然迟了一步，持有者仙逝已

久。没有见到传说中的模板，他很失

望。正准备离开了，持有者的儿媳妇

说：“这个工艺我做过，秘方只有我知

道。我手里也有前人留下的作品。”原

来，这项技艺按祖传规矩只传媳妇不传

女。当激动的茹占群和同去的朋友们

决定不计任何价钱都要购买此物件时，

被对方严词拒绝。他们只好悻悻而

归。直到今天，这项工艺的问题也没有

得到解决。

“现在有很多古人的艺术精品和制

作工艺，都面临着失传的境地。我创建

的‘惠龙’，不全是为了盈利，而是首先

用现代的方式来解读挑花的历史文化

内涵，从而去发扬光大。对有些技艺，

我们会做深入的研究，因为抢救保留古

老技艺，对我而言是种责任和义务。”对

于记者提出的公司投入大量资金搞研

究和搜集，茹占群的回答很坚定。

一则新闻，引发持久的关注

一个元素，包含丰富的含意

一项技艺，濒临失传的局面

一种责任，形成最终的意识

茹占群茹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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