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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

素称“皖西”。

皖西儿女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

中，通过口传心授、世代延续，留下了丰富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安现有人类非

遗项目 1 项、国家级 5 项，省级 24�项，市

级 38项，县级 227项。 现有市级以上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119 人，包括国家级 5 人、省

级 30 人、市级 84�人；现有省级非遗传承

基地 5个、市级非遗传承基地 22个。

“800公里大别山风景道上的非遗之旅”系列活动在合肥罍街启动

大美六安，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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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翁墩剪纸

四弦书走进学校

大红袍油纸伞制作

翁墩剪纸里的民间艺术

一张纸，一把剪刀，数十年的坚守，用剪纸记录

生活、承载文化、表达喜悦、寄托情感、讲述故事。

翁墩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徐圣年一边演示一边

介绍：“剪纸的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精工细作。 将纸张

折叠后能剪出重复的图案， 剪出的效果取决于折叠

的次数和角度。 如果内容简单， 采用传统的创作技

法，在单色剪纸上用剪刀铰出。 如果内容较为复杂，

则需要采用先勾图、后剪裁的方法。 ”

在创作题材上，翁墩剪纸就地取材，春联、福字、

窗花等都带有浓厚的地方民俗特色， 也深刻体现了

江淮文化的特点。 随着时代发展，翁墩剪纸逐渐与新

时期的文化元素和理念融合，创作题材更加丰富。

为了更好地传承剪纸艺术， 徐圣年将剪纸艺术

与现代生活紧密融合， 广大农村地区喜庆场合经常

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他常年在当地中小学开设剪纸

课堂，义务为中小学生讲解剪纸技艺，激发中小学生

对非遗的兴趣，成为非遗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为了促

进翁墩剪纸传承发展，当地政府也采取了多项措施，

不仅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还

成立了“徐圣年剪纸工作室”，建成翁墩剪纸杨公村

非遗传承体验中心，成为翁墩剪纸对外传播的窗口。

四弦书唱响六安故事

在霍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公园广场、田间地

头，经常能听到用四弦书歌颂家乡英雄，传唱身边故

事，圆润清丽的道地唱腔既引导了文明新风尚，又能

让广大群众听得懂、记得住。

四弦书是在汲取皖西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

独具特色的曲种，至今已有 150 多年历史。 它以精妙

的演奏技巧、 多种形式的唱腔运用以及丰富的板式

节奏变化，在民间曲艺中独树一帜。 四弦书因其主要

伴奏乐器四胡有四根弦而得名， 最初演唱的是皖西

民间小调，后形成[乐白调]，并由此衍生出[乐调]、[白

调]、[欢乐调]、[愤乐调]等曲牌，又吸收了坠琴的演奏

技巧，遂成型。

2007年，“四弦书” 入选六安市首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0年入选安徽省第三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四弦书”如今

已成为霍山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形式，在

讲好霍山故事、传播霍山好声音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大红袍油纸伞传承有道

在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老街， 一家小店门口

摆放的鲜红的大红袍油纸伞总能引来游客拍照打

卡。 小店已有百年历史，名为“徐天元伞店”，传自祖

上三代。

80 后大红袍油纸伞省级非遗传承人徐晓苗介绍

说，“我和妻子两个人，两三天才能做出一把伞，买的

人不算多，但本地婚丧嫁娶少不了它。 对于生活在当

地山区的群众来说，出生、结婚、生子、离世，人生中

的这四个重大时刻，都离不开这柄大红伞。 ”

大红袍油纸伞纯手工制作，材料选取优质毛竹、

皮纸和桐油，浑身上下没有一片金属和塑料构件，从

锯竹、刮青、平头、劈骨，再到装柄、穿伞、糊伞，共计

100 多道工序。 所用工具是特制的各种型号的刀锯

和钻子， 用它们把一根根竹条拼装成一把开合自如

的大红伞。

2017 年，“大红袍油纸伞制作技艺”入选安徽省

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9

年起，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因地制宜，引入大红袍油纸

伞制作技艺，作为第二课堂学习内容，设置了专门的

非遗教室，邀请代表性传承人定期授课，增进学生对

非遗的了解，提升他们对非遗的保护意识。

六安黄大茶跨界融合

六安黄大茶被当地人称为老火茶， 在六安地区

已经传承了 400 余年，2022 年“六安黄大茶制作技

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风景宜人的东河口镇黄泥咀村是金安区黄大茶

的主产区之一。该村的六安黄大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

人陈全福告诉记者，晚清时期他的曾祖父陈良根传承

制作六安黄大茶，此后经陈氏家族传承发展至今。 六

安黄大茶要等到夏秋之间才开始采摘炒制， 经过采

摘、摊晾、炒茶杀青、揉形等环节后，炭火烘成六七成

干的时候，对黄大茶进行堆积，在闷黄达到一定程度

后，再烘中火，然后再拉老火。 经过老火萃炼后，黄大

茶才最终制成，这是黄大茶也被称为老火茶的缘由。

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起来”“火起来”，

陈全福带领周边村民种植茶树、制作黄大茶，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变成增收致富的资产。 他们还牵手金安

文旅山水画廊直播基地，通过电商直播、农旅融合、

非遗工坊、智慧农业等新业态融合跨界，积极创新用

数字经济为传统文化赋能， 将传承数百载的六安黄

大茶的文化内涵、 六安黄大茶的品牌进行宣传和发

扬，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黄大茶文化。

霍邱柳编畅销海外

霍邱柳编历史悠久，始于周朝，兴于明清，是淮

河流域特有的杞柳编制产品。 上世纪 70 年代起，柳

编产业在霍邱日渐兴旺。 霍邱柳编品种繁多，造型精

美，工艺精湛，远销英、美、日、法、德等国家和地区，

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价值。

霍邱柳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潘同利，自

幼热爱工艺柳编， 拜闻名淮河两岸的柳编老艺人郑

德运为师，发展工艺编织。 30 多年来，他把编织技术

与绘画及造型艺术相结合， 研发优秀产品 3000 多

类、近 3 万种。 霍邱柳编 2011 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柳编特色产业现已成为霍邱农村的重要产

业之一，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对延续皖

西历史文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意义非凡。 六安市

通过非遗项目扶持、特色展演展示、研学文创开发、

非遗 + 旅游宣传推介等措施，各类非遗项目知名度

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融合发展与传承带来

新的生机活力。

六安黄大茶生产制作基地

霍邱柳编

非遗进街区———舞龙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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