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艺术学院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陈列馆

一、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陈列馆简介

本陈列馆为邵阳学院校地合作项目，为学院非遗“传习”实验室的组成部分，

从项目立项到陈列室完成建设任务，建设历时近一年。在这期间得到学校各级领

导的亲切关怀，得到市文联、市美术家协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鼎力支持，得

到钟建桐、张宗凡、奉雪妹等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大力支持，建设者们为此付出了

辛勤劳动，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陈列馆目前仅展示美术类五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少量省级非遗项目的部

分作品，邵阳繁多的非遗项目作品一时尚不能征集齐全，我们会继续努力，将这

里打造成美术非遗专题文化中心，促进非遗各门类的保护与传承、创新与发展，

营造实践活动所需的实体空间，兼顾非遗专题展览、相关实物及文献资料的保管

等功能，实现藏品从区域聚集到世界共享!



二、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陈列馆陈列馆展示内容

1、滩头木版年画

滩头木版年画始于明末青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湖南省唯一的手

工木版水印年画，其艳丽、润泽的色彩，古拙、夸张的造型，纯正的乡土材料和

独特的工艺，使作品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滩头加版年画从抄纸原料的选择、

纸张的制造、刷粉，到画稿、刻版、七次印刷、七次手绘，从手汇造纸到年画成

品都在一个地方生产，在全国年画制作中极为鲜见。

滩头木版年画分为神像，寓意吉祥、戏文故事三大类，无论是门神、故事或祝福

吉祥等内容，都在小小的年画上演绎得淋漓尽致，主要代表作品有:《老鼠娶亲》、

《秦叔宝》、《尉迟恭》、《花园则珠》、《西湖借伞》、《和气致祥》等。鲁

迅先生在散文《朝花夕拾》中专门描述了滩头木版年画《老鼠娶亲》，并将该画

视为珍品加以收藏。2006 年滩头木版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2、宝庆竹刻

宝庆竹刻源自古代的手工竹木雕刻技艺，是从实用竹器工艺中脱胎出来的一

种集观赏实用为一体的艺术品，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翻簧竹刻”、

“竹青雕刻”、“竹根雕刻”等。宝庆竹刻的雕刻技艺种类齐全，题材丰富，手

法别致。宝庆竹刻的历代大师们擅长于将自己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与文人的审美

情趣和中国古典书画的意境融会贯通，创造了无数精美的竹刻艺术作品，赋予其

典雅、明快、秀美、舒逸的风格，特别是竹簧雕刻色泽犹如象牙，格调高雅，体

现出浓郁的地方情趣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宝庆

竹刻曾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1950 年，8件宝庆翻簧

竹刻作品被作为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向斯大林祝寿的礼物。2006 年宝庆竹刻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蓝印花布

邵阳蓝印花布又称豆浆布，是一种用石灰豆浆防染花靛蓝色的双色布。源自

远古时代苗族、瑶族人的”阑干斑布”和”蜡缬”。是一种集传统美术与传统手

工技艺于一体的民间艺术，色彩质朴，纹样古拙,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审美效果。

邵阳蓝印花布是以蓝白为主的双色布，分为蓝底白花与白底蓝花两种形式，民间

匠人通过块面设计、细部刻画、点线结合、虚实相间等处理手法，赋予其质朴清

新的美感，蓝白之间相得益彰，将印染花布的装饰美和形式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使画面洋溢浓烈的乡土气息，尽显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自然之美，独具

地方风貌和艺术价值。2008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

展名录。



4、花瑶挑花

湖南省隆回县境内的瑶族，因其女性身着色彩艳丽的挑花筒裙而被称之为花

瑶。花瑶没有文字，挑花便成为记载花瑶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花瑶挑花图案取

材广泛，有上千种之多，其主体图案的材料都用粗蓝布作底，白色粗线挑成。在

许多以动物和花瑶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挑花中，充分反映了花瑶民族的宗教信仰、

独特的节庆和婚嫁习俗。花瑶挑花工艺的独特之处在于，不用描绘设计，也不用

模具做刺绣架，全凭挑花女灵巧的双手和熟的技巧，以自己心中的构图和对美的

理解，循土布的经纬线进行徒手操作。据统计，一件挑花筒裙约有 30 多万针，

一般需 180 余个工日才能完成，我国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称其为“世界第一流

的挑花”。花瑶挑花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邵阳布袋戏木偶

中国木偶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束茅为之”，到秦代的陶俑，再

到汉代的“刻木为之”，它们都是作为丧葬用品而存在。从汉代开始，木偶逐渐

变成酬神娱人的戏剧道具。

邵阳布袋戏集中流传于邵阳县九公桥镇区域已有 600 余年历史。它集木偶制

作技艺、戏剧形式、表演技巧于一体，具有神秘、新奇、简便等特征。邵阳布袋

戏表演方式为:一个艺人一副戏担，不管大戏小戏、文戏武戏，生旦净末丑，吹

打弹唱耍，全靠艺人一个人手、脚、口、舌并用，十指灵活调度。音乐以祁剧唱

腔为主，风格清新、古朴、纯真，自成一派。

邵阳布袋戏木偶是所有木偶当中最小巧、最原始的木偶。它的雕刻制作是一

门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600 余年来，始终保持原生态木偶制作、表演技巧、演

出风格和演出形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2006

年，邵阳布袋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三、展览及活动

马来西亚城市大学校长倪政立莅临我校 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调研非遗

陈列馆



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肖国安来到我院调研 邵阳市市委书记严华来我院调研

校党委书记宁立伟陪同邵阳市副市长

易洪海参观非遗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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