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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遗“疫”外“新生”
“自盘古初分开年深月久，有尧

舜和商汤夏禹周流……”在湖南省

长沙市铜官窑古镇里的戏楼上，花

鼓戏《三喜临门》正在火热上演。身

穿小生衣、头戴小生帽的孙玉阳扮

演的是范坦（北宋官吏）。

铜官窑古镇是湖南省首个投资

过百亿的大型文化旅游古镇，建有

长沙窑博物馆、钱币博物馆、矿物宝

石博物馆、湖湘名人馆等博物馆，以

及多个世界顶级娱乐体验项目和20

家民宿客栈、戏楼，数十条特色街巷

等。其中，以 1998 年印尼海域发掘

的沉船“黑石号”为故事线索，斥巨

资打造的中国顶级大型原创演艺秀

《铜官窑·传奇》以“高科技+文化”

将观众带回 1200年前，再现海上丝

绸之路。

自近日复工以来，铜官窑古镇

内每天不间断地上演口技、花鼓戏、

皮影戏等非遗项目表演。“每天要演

出四场，虽然受疫情影响现场观众

稀少，但我们依旧倾情演出。”长相

清秀的 21 岁小伙孙玉阳是一位花

鼓戏职业演员，他居家防疫期间却

在网上收获了大批年轻“粉丝”。“我

打扮成小姐、牧童、家院等角色表演

花鼓戏，拍成视频上传到抖音、快手

等平台，点击量过万，也让更多的人

重新认识了花鼓戏这个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孙玉阳说。

截至 2019 年 9月，中国有 40个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位居世界第

一。中国作为文化大国，非遗保护与

研究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但也面临传承人匮乏和“养在深闺

人不知”等现实瓶颈。

疫情防控期间，包括孙玉阳在

内的中国各地非遗人利用微信公众

号、快手、抖音等平台，主推非遗项

目数字化展示、教学和普及，为网友

提供足不出户学习非遗项目的机

会。据新浪地方站联合中国各地非

遗保护协会共同在微博发起的“非

遗公开课”系列活动数据，截至3月

10日，仅“遇见非遗”话题阅读量就

达17.3亿，讨论量38.6万。

出身皮影世家的何志明是长沙

市级皮影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

承人，今年 53岁的他开网课讲述了

长沙皮影历史与制作方法。“长沙皮

影戏极具地方特色，以长沙方言演

唱，传承方式主要是口传心授，影人

脸谱为七分脸或八分脸……”开播

不到半小时，就有多位网友表示想

要拜师学艺。

何志明还发动全家用战疫一线

医务人员的形象做成皮影，创作易

于传唱的《抗疫》皮影戏小品宣传防

疫知识。“我们计划把医务人员的英

雄事迹编成皮影戏，不仅能让下一

代记住他们的壮举，还有利于宣传

皮影。”何志明告诉笔者。

始于宋元的佛山木版年画在发

展过程中吸收了佛山剪纸、铜凿金

花、金漆木雕等传统工艺的精髓，乡

土气息浓厚、艺术风格鲜明，打磨出

一件合格的作品需经雕版、印墨线、

套印、描金等20多道工序。

因掌握全套工序的人稀缺，年

画从珠三角家家户户的年节必备之

物变成了鲜有人问津的工艺品。作

为国家级非遗佛山木版年画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90后”刘钟萍以年轻

人的思维和视角为这门传统技艺注

入新希望。她加入了清华大学学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保护协会等

发起的公益项目“非遗公开课”，直

播佛山木版年画制作。

“这种方式让古老手工技艺走

进现代生活，很多人关注，要求定期

直播。”刘钟萍说，截至 3 月 12 日，

“非遗公开课”已直播30期，涉及苏

绣、道明竹编、蜀绣等 20 余个国家

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吸引了超过500

万人在线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零基

础掌握非遗手作技能，其中，“90

后”观众占比超半。

昆曲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

剧种，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石小梅的工

作室联手江苏省昆剧院等推出了

“2020 春风上巳天·云看戏”系列

活动。

“内容有昆剧院乐队的音乐会

实况录像和石小梅老师的个人专

场等。乐队队员们纷纷上线与网友

们一边听曲目、一边聊天。昆剧院

演 员 们 则 为 观 众 讲 解 、聊 天 互

动。”“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工作人

员丰收说，这场“云看戏”召集了

全球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21 位昆

曲爱好者在“云端”共赏四场昆曲

演出，线上“打赏”的收入也全部

捐给了医院。

（中国新闻网 唐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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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春雨过后，草长莺飞的时

节，当菜地里的小葱露出尖尖的

“羊角”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春天真

的到来了。

我爱吃葱，特别爱吃春天里的

羊角葱，嫩嫩的富含水分。初长成

羊角形状的葱，是我们本地小香葱

最好吃的时候，之所以叫做羊角

葱，也是极为形象的。当大地“解

冻”后，头一年枯萎在地里的小葱

便从沉睡中醒来，在春天来临时开

始生长。小草萌动，长出嫩芽，小

葱也露出了“羊角”似的绿尖角

来，只要葱芽不高过半尺，都是鲜

嫩无比、极其好吃的。

与另一种从外地引进的大葱相

比，家乡的羊角葱一是味道好，二是

少了些冲鼻的气味。对于我这样爱

吃葱但又怕味道太冲的人来说真是

再好不过的。从春天的羊角葱开始，

一直到深秋，不管是炒菜还是煲汤，

必定是离不了葱的。不过，到了葱花

绽开的季节，老葱的味道就会变得

不那么鲜嫩了。而最难熬的就是冬

天，因为没有新鲜的香葱可吃。

因此，以往的日子里，大约在落

叶殆尽的深秋时，喜欢吃葱的人就

需要动脑筋想办法储存一些小香

葱过冬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一年中

最无聊的时光也就是从储存香葱

的时候开始的，土地沉寂着，树木

裸露着，毫无生机。随着大棚种植

技术的推广，如今就算是在隆冬季

节，菜市场里也有羊角葱出售了。

而我每每看见羊角葱时都是欣喜

的，因为我总觉得它郁郁葱葱，夹

杂着新垦泥土的气息和明媚阳光

的味道，它会让我联想到春天。

羊角葱不仅好吃，还是我们童

年的玩具。羊角葱的叶子，粗细长短

适中，掐头去尾后，放在嘴里可以吹

出美妙的声音来。叶细则音尖细，如

柳哨；叶粗则音低沉，似牛哞。常常

令我等小儿玩得如痴如醉。

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母亲也

很爱做关于葱的各类菜肴，说是葱

的营养价值丰富，什么葱花饼、小

葱炒鸡蛋、葱拌豆腐等，基本上是

天天离不开葱，餐餐离不开葱。

我爱故乡的羊角葱，更爱羊角

葱的春天。

2020 年初，线上展览意外走红。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纷

纷闭馆。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宅家期

间的文化需求，文博机构大力提供

线上展示资源。截至 3 月 3 日，国家

文物局已集中推送 6 批共 300 个网

上展览资源，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

以“云逛展”。

大约在 2005 年，随着“数字博物

馆”概念的提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线上展览开始出现。作为“永不落幕

的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展

览可以保存已经结束的展览，也可

以让错过展期的观众有大饱眼福的

机会。如今，博物馆数字化技术更加

成熟，这次疫情期间，全国各地能够

推出这么多线上展览，正是多年来

数字化工作的成果。

近年来，博物馆成为公众喜爱的

文化“打卡”地，一些精品大展现场经

常出现排长队的景象。但是线上展览

的观展热度似乎远远不及线下。是什

么阻挡了群众的观展热情呢？

笔者以为，首先，在电脑或手机

屏幕上欣赏文物、浏览展厅，与身

临其境面对实物所带来的审美体

验、艺术震撼是不一样的。线上展

览受到观展设备、展示程序、网络

环境等因素影响，操作不便捷、画

面不清晰、切换不流畅，都会让观

展体验大打折扣。

其次，线上展消弭了空间感，也

隐去了观展同伴，参观者难以直观

地感受展厅布置的精美、展线设计

的巧妙，在观展过程中也没有伙伴

可以交流，相应地减少了一些乐趣。

不过，线上展览虽然存在不少

局限，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它在

云端持续开放，没有闭展时间，让

亿万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参观。

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文物图像可

以多角度清晰显示，让观众看到一

些现场看不到的细节。独自观展还

省去了排队、拥挤的烦恼，能让人

更专注地欣赏文物。

线上展和线下展在很多方面都

有显著差别，因此，线上展不应是

简单地把线下展览搬到网上，而是

要对展览进行延伸、拓展，甚至“再

创作”。从三维到二维，少了空间的

束缚，线上展览可以打破原有展线

设置，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观展线

路和更丰富的展示内容。线下展览

无法实现的检索、细读等功能，在

网络平台都可以实现，以更好地满

足文博“发烧友”（线上观展核心人

群）的需求。例如敦煌研究院推出

的“数字敦煌”，观众可以选择不同

主题的参观路线，还可以按个人需

求对洞窟、壁画进行检索，充分发

挥了网络观展的优势。

线上展览还应在增强互动性上

做文章。博物馆要改变“我展你看、

我说你听”的传统思路，让观众更多

地参与其中。线上展可以借鉴网络

游戏的方式，带给观众生动有趣的

体验。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文物报

社、全国近 30 家博物馆与腾讯“博物

官”合作推出的《2020“生肖之力”创

意文物 H5》，就是将线下举办的《庚

子鼠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展》转化

为可以互动参与并分享给朋友的网

络小游戏，让人眼前一亮。

一个优秀的线上展览，需要扎

实的研究、整理、策划工作为基础，

同时也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持。博

物馆一方面需要修炼内功，另一方

面也可以和先进的网络科技公司

开展合作。随着文博机构不断探索

创新和跨界合作的深化，线上展览

必将绽放更多精彩。

苏州将打造
“姑苏八点半”品牌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召开了夜经

济及“姑苏八点半”筹备工作调度会。

会议提出，要加大力度策划组织推动

疫情结束后的夜经济发展，积极谋划

推出“姑苏八点半”品牌，不断提升城

市美誉度，促进消费回补，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注重市

域联动，以古城夜经济发展为引领，

以“小姑苏”带动“大姑苏”，促进整体

提升，带动全域旅游发展。

据了解，围绕“姑苏八点半”，苏州

市姑苏区计划构筑“一极一环三板块多

节点”的空间发展布局，推动文化旅游

新兴消费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到2022

年底，姑苏区夜间经济零售额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5%以上，接待入境过

夜游客每年同比增长10%以上，人均

花费金额每年同比增长15%以上。

据介绍，苏州的传统文化资源主

要集中在姑苏区，此次将姑苏区作为

一个试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等夜间消费活动，结合特色文化，推

出夜游苏景、夜赏苏艺、夜品苏味、夜

购苏礼、夜泊苏城等 5 个夜游品牌，

未来还将在苏州市其它市、区发展夜

游经济，打造更多的“姑苏八点半”。

（《中国旅游报》邰子君）

新华社青岛 3 月 20
日电（记者 张旭东）伴随

着春暖花开，不仅“烟火

气”在青岛慢慢复苏，餐

饮业蓄势待发，一批实体

书店也相继开门纳客，文

化场馆开启“云复工”模

式，赋能“文化味”回归。

连日来，良友书坊、

方所书店、栈桥书店等一

批实体书店经过备案，做

好防疫准备后相继复工，

青岛的书香气逐渐氤氲

起来。3月1日开门后，青

岛方所书店采取多项疫

情防控措施，包括测体

温、实名登记、翻书戴手

套、加大阅读空间等，尽

可能为读者提供安全而

静心的阅读空间。

集图书、展览、文创、

当地历史文化研究和出

版于一体的良友书坊，也

于近期重新开业。书坊除

了做好必要的防控措施

以外，还对阅读场地进行

了优化布局，仅设九席阅

读空间。“特殊时期，并不

是要大家立马到门店里

来，更重要的是想传递一种回归日

常、内心安定的信心。”良友书坊负

责人冷艳表示，书店的存在将为大

家提供一处精神栖息地。

同时，青岛多家书店开启一波

“云操作”，聚合书店资源，在线上

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和分享空间。

2 月 5 日以来，良友书坊在线上推

出了作家线上沙龙、文化客厅主题

分享会等，受到读者好评。栈桥书

店与读者进行“线上阅读”互动，运

用微信的社群功能、公众号，以及

书店的微店，提供图书咨询、预订。

青岛市市南区各大文化场所则

开启“云复工”模式。青岛市市南区

文化馆录制了50余节网上艺术课，

涵盖书画、舞蹈、朗诵、烹饪、茶艺、

插花等，每周一、三、五在微信公众

号推送。“我平时喜欢唱歌，疫情期

间在家里憋得慌，线上跟着学唱歌

很开心，等疫情过后再和大伙一块

唱。”青岛市市南区文化馆声乐学员

张玲说。

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19 日电（记者 孙哲）随着

国内疫情形势不断好转，

新疆各地的文化休闲场

馆、景区也恢复开放。各大

景区等纷纷出台免费、半

价等优惠政策招徕游客，

进一步助力新疆文旅行业

加速“回暖”。

目前，自治区图书馆、

自治区博物馆均采取每日

限流的方式有序开放。自

治区博物馆负责人介绍，

开放范围暂为《新疆历史

文物展》，参观者需持本人

身份证、预约截图码、“畅

行码”测温登记入馆。

在受疫情影响较轻的

南疆和田市，著名的和田

夜市已采取分桌进食、打

包带走等方式恢复营业。

此外，因拥有油画、手风

琴、美食、边贸等主题的博

物馆而被誉为“博物馆之

城”的新疆塔城市，日前也

陆续恢复开放。

因独特的气候条件，

北疆各大滑雪场在恢复运

营后迎来一波“滑雪热”。

在素有“雪都”之称的阿勒

泰地区，将军山滑雪场、可

可托海国际滑雪场均推出

免费畅滑等优惠政策。

“除疫情严重区域的

游客、近 14 天有国外旅居

史者不可预约外，其余游客持畅行码

绿码均可预约。游客可凭合作酒店住

宿凭证，享受免费滑雪至本雪季结

束。”将军山滑雪场经理梁静说。

鉴于疫情防控的特殊原因，新疆

各大 5A 级景区、旅行社除对全国所

有的医务工作者推出全年免门票的

优惠政策外，还纷纷出台了针对本地

游客的优惠政策，挖掘本地旅游消费

潜力。那拉提风景区、喀拉峻风景区

分别推出门票半价或买赠活动，乌鲁

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也推出了免费

自驾游服务项目。

四川文旅云讲堂
公益开讲

本报讯（记者 赵青）为认真贯彻

四川省委省政府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决打赢“两

场硬仗”、奋力夺取双胜利的决策部

署，全力落实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

支持文旅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复

工复产的十条措施》精神，进一步加

强在线培训，近日，四川省旅游学会、

四川省旅游协会、四川省旅游培训中

心依托文化和旅游部四川培训基地

等发起疫情期间四川文旅行业在线

公益培训活动。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旨

在搭建云端平台、汇聚行业大咖、建

言文旅发展，在四川是首次开展。课

题主要是根据疫情影响下四川文旅

产业面临的实际，科学分析未来发展

趋势，重点针对四川文旅企业如何响

应政府号召，有序做好复工复产、转

型升级、提升行业管理和从业人员技

能水平等内容进行在线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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