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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故事非

闲窗休

有色彩的原麻

这个暑期，李健鹰就是这般幸
福而充实地忙碌着。迎来送往一拨
又一拨游人、访客，在他们好奇的
目光中，将常德特有的麻质画的前
世今生娓娓道来。

“麻质画是以麻布为载体，以
纯天然的麻纤维上色，纯手工绘制
而成的画。它的历史最早起源于春
秋战国时的夏布印花，到北宋时期
又发展为夏布绣 （俗称麻布绣），
到清朝时期慢慢分支出一种以麻纤
维为主的粘贴画，麻质画由此而
来。”李健鹰说。

几个重要的步骤，最终让一根
原麻有了色彩，成了一幅画：选
麻、染色、晾干、筛选、准备画
布、调胶、打底、构图、上胶、上

色、勾勒……
“我们需要用毛笔蘸上特制的胶

水，粉刷在麻布上，然后再在上面手
撒染色后的麻纤维，如此粘贴成画。
麻质画的创作节奏感强，跟随灵感创
作，会像泼墨写意般酣畅淋漓。麻质
画敛锋守拙，画面朴实沉静，无论从
哪个角度欣赏都不会出现反光点，而
且和空气接触自然氧化后，更具古色
古香的雅韵。”李健鹰笑着说。

前不久，画室就迎来一位年轻的
赏识者。一位青岛女孩来河街游玩
时，第一次听说了麻质画，迅速被它
所展现的素净、质朴感所吸引。“几
日后，她特意为麻质画折返常德，并
亲手体验创作了一幅竹子。”李健鹰
说，“还有一些准大学生来我这里体
验创作，有一个男生专门定制了一幅
人物肖像，要回去给女朋友惊喜。”

恍惚间，李健鹰仿佛看到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时，
在常德司空见惯的场
景。“那时，麻质画
市场火爆，可谓一画
难求，还曾作为礼物
送给国际友人，并远
销海外很多国家。”
谈及盛况，李健鹰不
免失落，后来由于体
制改革，工厂关闭，
麻质画因此消失没
落。

一个人的“折腾”

在画室外、河道
旁、屋檐下，李健鹰
摆放了一张桌案，这
里便是她创作时的一
方天地。她常常一坐
就是数小时，一身旗
袍，一袭长发散落腰
间，不施粉黛，略显
柔弱。可一旦听了她
的故事，人们会恍然
发现，她这段重现麻
质画光彩的过往，没
有勇气、韧性和魄
力，是做不来的。

“我对麻质画的
喜欢，说不清也道不
明。”李健鹰常说，
她的这份情感，难以
用言语恰如其分地表
达，但也正是源于这
份力量，让她在工厂
关闭后，没有再去找

单位上班，而是一边兼职美术课外辅
导，一边潜心延续这项非遗技艺。

找寻原料是她面临的第一道关
口。“我当时根本找不到货源，就在
电脑上盲目搜索，眼睛都快看瞎了，
也没有头绪。还是朋友辗转介绍，认
识了一位省外的做国际贸易的老板。
一打电话，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把我问
懵了！”此时回想，李健鹰还有些不
好意思地笑着说：“老板问，你要几
吨啊？原来，他们的货都是用火车皮
来拉的。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说，买
100斤可以吗？电话那头，一阵沉
默。我就一咬牙，又问道：200斤行
不？”

当李健鹰雇了一辆货车到常德火
车站，将四大麻袋原料运回家里后，
她心里有种说不出感动。“我和这位
老板素不相识，他是我决定做麻质画
以后认识的第一个人，因为他的帮
助，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

原料来了，上色又是一道关。于
是，风风火火的李健鹰，又骑着电动
车转遍了整个常德市，最后只找到了
一家有染衣服服务的干洗店。“试过
几次都不理想，我就开始自己学着
染，有时是染不出想要的颜色，有时
是染上了又不持久。”就这样，她不
停问、不停学，常常一染就到凌晨两
三点，用了一两年时间，总算把染麻
技术融会贯通。

“那时候太累，一上床倒头就
睡。我爸爸就会一早来帮我烧火、煮
水，染麻必须要用滚烫的水才行。我
做麻质画，一方面是美术基因遗传自
我爸，另一方面，也是家人无条件地
支持。”李健鹰说。

这两项准备，已用了近 3年时
间，可没想到原料这一关还未过去。
染过的原麻，还要剪成细细的粉末做
成作画材料。她就用剪刀一点点剪，
没过多久，手指就磨出了水泡。“那
是我第一次感到绝望，一根两米长的
原麻要剪成不到1毫米的材料，要剪
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回想起那段时
光，李健鹰不免一声喟叹。感慨归感
慨，她再度行动，四处联系工厂的科
研人员，终于在数年后为她成功定制
出了一台千麻机，自此心无旁骛的创
作之旅总算开启。

期间，她也曾诚邀老同事合作，
但90%以上都反对，认为做这事没
前途。李健鹰内心却很清楚：“我不
是问这件事要不要做的，而是问他们
要不要和我一起做。他们的反对对我
的决定没有影响，我自己喜欢，谁来
都是雷打不动！”

深夜里的创作

渐渐地，李健鹰的作品迎来了欣
赏的目光。2004年，她的一幅《孙
中山戎装像》走出常德，走入澳门。

“当时，澳门国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主动联系到我，想要收藏这幅作品。
没想到有一天，常德麻质画的本土作
品，还得到了澳门同胞的喜爱和欢
迎。”

她的创作也渐入佳境，所涉题材
丰富多元。“麻质画被誉为千年不烂
软黄金，篇幅尺寸不受限制，既可绘
制上百米巨幅长卷，也可做小品衬于
家中。它既可以是工笔写意，也可以
是花鸟山水，人物肖像更显其味。”

“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时，80多
岁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连夜赶去
武汉。我当时看到电视中的他，累得
两眼通红，心中特别感动。我想创作
一幅人物肖像画，用自己的专业来讴
歌伟大时代里的人。”创作是忘我
的。半夜三四点钟，她忽然有了灵
感，就直接从床上爬起来去修改。

“一直改到早上七八点钟我满意
了才去睡觉。有些不谦虚地说，这确
实是我的得意之作，里面饱含了我的
敬佩之情。最后这幅作品也送到了钟
院士手上。”李健鹰笑着说。

在她看来，麻质画就是有这般神
奇的魅力。“由于材质的关系，它独
具凹凸感，会呈现不同的层次，进而
会展现创作者丰富的精神世界。每次
用手指去撒麻粉末时，也会很有意
境，它考验创作者的审美、对色彩的
搭配、对力道的掌控，创作过程中很
有趣味。”李健鹰笑着分享道。

采访过程中，李健鹰带有常德方言
味的普通话亲切、浓重，时不时地就会传
来她质朴又爽朗的笑声。不过，如此乐
观的她，也有自己的苦恼——招徒。

“‘最起码要扎扎实实学 1
年’，我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对方
吓到了。”李健鹰无奈地说，“现在，
我想通了，要先让大家认识麻质画，
对麻质画感兴趣。如若喜欢，可以先
开一个兴趣班，让他们花1个月先上
手学习、体验。从传播到感兴趣，再
来讲传承，这件事不能心急，估计还
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健鹰时常在心中畅想一幅美丽
图景：“未来，常德有很多人都来做
麻质画，大家的力量比我一个人不知
要大了多少倍！到时做成一个响亮的
民族品牌，一提到湖南非遗，人们都
能想到麻质画！”

麻布上的诗和远方麻布上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专家建言中国冰雪未来

在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发展大会
暨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主论
坛现场，北京冬奥会和冰雪产业成
为关注的焦点。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李颖川表示，长期来看，依托我
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体育服务
贸易的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近几
年，借助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契
机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目标的实现，冰雪产业的“冷资
源”正在转化成“热经济”，这将
为体育服务贸易增添新的发展动
力。

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部主任
玛利亚·塞洛斯表示，北京冬奥会
是一次集体征程的里程碑，不仅成
功传递了遗产，而且让3亿多中国
人参与了冬季运动，最终为人们的
健康与福祉作出了贡献，产生了众
多社会效益。

国际冬季两项联盟主席奥
勒·达林认为，北京冬奥会后，
中国将开启冬季两项运动的新时
代。北京冬奥会激励了更多人去
体验这项运动，现在大家需要将
其转化为有意义的传承，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

多位专家对此深表认同，他们
纷纷表示，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
举办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目标实现，更多的普通人关注
冰雪，走进冰雪，同时也将助力我
国冰雪服务与贸易实现有效拉动，
续写“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的新
篇章。

《报告》释放重磅信号

在活动期间，《2022中国冰雪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的发布，为做好北京冬奥会后
冰雪运动发展的文章释放了重磅信
号。该份报告指出，中国冰雪产业市
场规模在2021年达到5788亿元，今
年有望增长至8000亿元。

《报告》显示，自2015年北京获
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
以来，至2021年10月底，中国参与
过冰雪运动的人数为3.46亿，冰雪
运动参与率达到24.56%。同时，我
国冰雪产业规模在2021年逐步走出
疫情影响，较2020年增长51.88%，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计2022年
将超过8000亿元，并有望在2025年
突破万亿规模。

《报告》对冰雪运动场地与参与
情况进行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拥
有冰雪场地 2261 个 （滑冰场 1450
个、滑雪场811个），场地面积0.77
亿平方米，占全国体育场地面积的
2.26%。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和参与率
方面，江苏省、山东省均达到2600
万人，北京 （55.24%） 则在参与率
上仅次于黑龙江省（57.80%），排名
全国第二位。

而作为冰雪运动普及与推广的重
要支撑，冰雪旅游在2021至2022雪
季逐渐恢复，3.12亿人次（超过疫情
前2.24亿人次的高点） 为整个行业
带来3900亿元的收入。其中，北京
贡献12%的冰雪旅游客源，占全国
首位。

在“后冬奥时代”，中国冰雪产
业发展仍有极大潜力待开发。目前我
国滑雪人口达到1500万人，占总人
口约1%，不仅远低于欧美国家，也
明显少于日本 （9%）、韩国 （6%）
两个亚洲国家。《报告》认为，随着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优质冰
雪资源的深入开放、新技术的广泛应
用，未来我国冰雪产业将有至少10
年的高速增长期。

服贸会上的冰雪力量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9月
7日，第 31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
装设计大赛总决赛亮相2023SS中
国国际时装周，于北京 751D·
PARK 79 罐正式拉开序幕。本
届大赛以“燃”为主题，呼吁新时
代服装人，用创意点燃青春，向社
会传递积极拼搏的正能量。

18组入围作品强势亮相，一
如本届赛事主题“燃”，来自全国
各地的优秀年轻设计师，用创意燃
动舞台，为青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活动当天，真维斯代言人张若
昀作为第31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
装设计大赛推广大使首次亮相，与
现场观众近距离互动，并为参赛选
手加油打气。

经专业评审团的严格打分，最
终来自江西服装学院的李文瀚以一
组《逆风执炬 勇毅笃行》问鼎第
31届真维斯杯金奖。作品设计灵
感源于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方式蜕
变，变化来势汹汹，但不影响生活
的延续，传递出人类极其渺小，但
生命绝对伟大的内涵。设计者对面
料的选择别出心裁，通过反光感材
料展现未来感和科技感，表达对生
活寄予希望，对生命的坚韧致以敬

畏。“服装不仅是时尚的产物，更需
要承载人文厚度。”这也是评委给到
金奖作品的评价。

活动期间，真维斯发布了2022
秋冬新品系列。休闲而不繁复的造
型，舒适且温暖，展现了真维斯对

“休闲”二字的不凡解读，给观众带
来了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

“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服装是
衣食住行的基础，是关乎百姓的民
生产业。打造国民品牌不是靠喊出
来的，而是要靠我们一代代服装人
脚踏实地打拼出来。”全国政协委
员，真维斯董事长杨勋如是说道。

“真维斯多年来在不断打造具有‘真
维斯名片’效应的专业性设计赛事
的同时，也在努力回应业界的期
待。一步一个脚印，这也是十年如
一日，踏实深耕服装行业的真维斯
品牌的真实写照。未来，真维斯将
不断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成为推
动国内休闲服产业长足发展的常青
力量。”

本次大赛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
会、中国服装协会、真维斯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纺织服
装教育学会、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
和if时尚等多家单位共同协办。

守护“创新之火” 燃动青春舞台
——第31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圆满结束

9月5日，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简称服贸会） 落
下帷幕，作为本届服贸会九个专题之一，体育服务专题迎来自己的高光
时刻，不仅面积位居专题展区之首，国际化率达到67%，且首次设置奥
运成果推广服务展区，让观众近距离感知冬奥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快
促进冰雪事业发展进程。

太极拳是我国民族体育的瑰宝，
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深受各国体
育爱好者的喜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
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根据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研究报告，仅在美国练习太
极拳的人数已超过500万。另有数据
显示，目前太极拳已传播到世界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练习太极拳的
人数超过3亿。太极这一发源于中国
的古老体育运动，凭借其蕴含的深厚
文化、养生理念以及防身健体效果，
得到了世界民众的认可。

过去太极拳多为中老年人的专属
运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
加入到练习太极拳的行列。习练太极
拳者已不受年龄、性别、职业的限
制，深受各类人群喜爱。

练习太极拳究竟有哪些好处？民
间流传一句话“太极治百病，活络筋
骨通”。我们根据太极拳的特点，认
为它主要具有三方面的价值：

一是有利于身体机能改善。太极
拳动作伸展性强，能提高柔韧性，同
时配合呼吸，还可达到按摩内脏、畅
通气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而且
太极拳动作变化多样，练习时讲究心
神合一，通过大脑控制与身体配合，
能够改善神经系统功能，可以提高灵
敏与协调能力。同时练习太极拳需要
采用腹式呼吸，以深长而均匀的呼
吸，有规律地锻炼呼吸肌，可以提高
肺活量。

太极拳练习时要求底盘稳、重心
低、身体固定，可以锻炼腿部与腰腹
的静力性力量，并且某些动作需要

“寸劲”，可以发展爆发力。此外太极
拳运动的强度不高，是一项有氧运
动，长期练习能提高有氧能力和改善
血液循环，对心脏起到保健作用。

二是有助于防治生理疾病。首
先，练习太极拳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
病，能够有效改善心脏供血，从而减轻

心绞痛的风险，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其次，可以辅助治疗如肩周炎、膝关节
疼痛、颈腰椎病等关节脊柱类疾病。
并且太极拳练习强调周身的协同运
动，通过放长身肢、缠丝圆弧运动和将
脊椎对拉拔长、伸筋拔骨，以及关节的
圆弧形磨合、松紧卷放，能够充分锻炼
关节脊柱的灵活性，达到康复、防治关
节脊椎相关疾病的效果。

三是有益于心理健康。练习太极
拳可以使人沉着从容、温和冷静，尤
其是对中青年人群可以缓解抑郁、焦
虑等症状，并能在短期内产生良好的
治疗效果。还可改善睡眠，增加活
力，提高工作和生活的自信心。

初学者在练习太极拳时，除了做
好基本的运动准备外，还需要练好太
极基本功。尤其是在练习过程中，最
初阶段要注意控制动作的幅度和力
度，用力不宜过猛，动作幅度不要太
大，下蹲架式不要过低和太高。

在挥手迈足时，既不要刻意做作，
又不要使动作呆板木讷。练习时也不
要去刻意调气、运气，否则会因方法不
当，导致出现憋气、断气现象。

另一方面，练习的时间要适当。
太极气功前辈经常讲“20 分钟入
药”，也就是说低于20分钟的练习时
间，相应的脏器、腺体、内分泌、免
疫系统等的微循环系统尚未开始工
作，此时身体刚刚进入准备状态，运
动就结束了，不会对身体各系统起到
明显的改善作用。所以练习太极拳一
般以1小时左右为宜，最短也要达到
半小时。

最后，练习太极拳贵在每天坚
持，形成锻炼习惯。只有通过持之以
恒的锻炼，才能够逐渐体现出练习太
极拳的功能作用，才会保持良好的身
体状况。

（作者系南昌工学院体育与健康
学院院长、教授）

习练太极 收获健康
罗帅呈

麻布制的画板，麻布染色后的材料，一
群七八岁的孩童围坐在长桌旁创作着。五
彩斑斓的麻粉末在他们的手指间捻搓，最
后化作了可爱的兔子、俏皮的哆啦A梦、随
风轻舞的荷花……

看到这般童趣的画面，常德市新阶层
联谊会理事、麻质画非遗传承人李健鹰的
笑意更浓了。“古老的麻质画，在孩子们的
手中是如此有生命力！每当看到有新鲜的
力量来体验麻质画，我都会特别高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宁贾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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