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文化·生活 A3

创新才能更好地传承

年轻“守艺人”唤醒老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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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非遗过大年”成
了新热词，各地纷纷举行活动，让
百年非遗美味、手工艺等文化之
美走进千家万户。

时代在改变，科技迅猛发展，
居民的生活习惯也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传统民间工艺虽然凝
聚了老一辈的聪明才智，但在当
下或多或少遭遇了现代化的“水
土不服”。如何留住传统手艺，新
一代年轻“守艺人”正在用他们的
新思路让老技艺焕发新活力。

“创新发展才是最好的
传承”

杨昌芹的“看家本领”——赤
水竹编工艺，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从2007年开始学习手艺到
2012年成立赤水市牵手竹艺发展
有限公司，她看着越来越多的竹编
手艺人重拾技艺，也看到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

从小热爱手工，又对竹编工
艺“一见钟情”，杨昌芹放弃幼师
工作，来到贵州赤水学习竹编工
艺。那时候，还在坚持竹编事业的
老一辈手艺人已经不多了。“他们
的竹编手工艺品虽然精美，但缺
乏大众认可”，销售市场慢慢变
小，为了维持生计，老手艺人们不
得不转行去做别的工作。

跟着老手艺人学习半年多，
杨昌芹很快“入了门”。为了把手
艺学到极致，随后五六年时间，她
一直在全国各地调研学习，带着

新思路回到赤水。在她看来，非遗
手艺是传统的，也应是现代的，

“把传统手艺和新时代的生活审
美衔接在一起，做出更多适合新
时代生活场景的实用型产品，才
会有更大的市场，才能发展传承
得更好。”

她在赤水举办培训班，让留
守妇女能够用竹编手艺谋生。为
了发挥公司年轻手艺人各自的特
长，杨昌芹把传统竹编工艺进行
了步骤分解，形成了“手工中的流
水线”，“有人准备材料，有人进行
编织，有人进行染色，等等”。在她
的带领下，公司不仅创新研发出
竹编水杯、茶具、瓷器和钱包、首
饰等产品，还和一些设计师联合
进行开发，创建了自有品牌。目
前，公司拥有25个商标，已申报
发明专利25项，2020年公司产值
达1200多万元，产品远销国外。
如今，公司的产品受到市场认可，
找他们进行私人定制的订单也越
来越多了。

“用非遗文化引领市场，用市
场养活文化”。在杨昌芹看来，改
良后的竹编产品，不仅要适合现
代审美，还要保证质量，才能获得
市场青睐。行业蒸蒸日上，才能吸
引年轻的传承人。

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
一些老手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随着毡在人们生活中的悄然
退出，老一辈的擀毡匠慢慢老去，
擀毡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面
临着消失的危险。

和杨昌芹一样，早在 10 年
前，还在上大学的倪玲玲就被擀
毡工艺所吸引。她坦言，国内关于
擀毡工艺的资料很少，“自学时只
能从网上购买原材料，在宿舍自
己琢磨，不断尝试”。2015年她到
云南大理调研时发现，以前整个
村落都以擀毡为生，而当时仍在
坚持做这个行当的却只有四五家
了。后来她又陆续去过几次，擀毡
老手艺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的
两个老师傅都已经五六十岁。“传
统擀毡工具很大也很重，梳理羊
毛的弹弓都有10斤重，老手艺人
已经做不动了”，和这些擀毡老手
艺人交流，倪玲玲感受到他们的

“难过、遗憾与无奈”。
那一次大理之行，她找到了

大理白族非遗传承人杨雄标，开
始系统学习传统制毡工艺。“师傅
很想把手艺传承下去”，通过师
傅，她也参与了一些地区的扶贫
帮困公益教学，教授当地人制毡
工艺，制作现代手工艺品。不过，
倪玲玲坦言，师傅这一辈手艺人
的弹弓、竹席等传统工具笨重且
不好操作，“从体力上就无法用最
传统的方式完成制作，师傅帮我
做的小弹弓也有1.5米左右。古老
的工具很难在现代社会使用，现
代化的生产工具也无法完美复刻
传统之美”。为此，倪玲玲进行了
大量资料整理，记录这些被现代

“淘汰”的工具史。
这几年，虽然没有将擀毡作

为主业，倪玲玲在闲暇时候喜欢

自己制作一些帽子、围巾、首饰等
实用产品，放在寄卖店里进行售
卖。“现代人们生活中很少用到毛
毡类日用品，毛毡仍属于小众市
场。如果真的要从事这方面生产
设计，还是要认真考虑，培养团
队，进行产品设计生产”。

短视频“东风”让年轻人
爱上手工艺

这两年，随着短视频的爆火，
许多传统手工艺正在通过新途
径“破圈”。老木匠制作“鲁班文
具盒”、雕刻“核舟记”、制作紫砂
壶……有网友留言直呼：“这才
是中国的匠人”。

福建莆田72岁木雕匠人卢正
义是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的一名

“网红匠人”。在遇到“忘年交”95
后男生史政伟之前，他已经将木
雕技艺搁置很久了，每天的生活
就是弹弹小曲、打打牌。几乎没有
人记得，40年前他曾是当地最火
的木雕匠人。在和卢正义的交流
中，史政伟感受到技艺传承面临
的“断层”问题。

去年5月，热爱木雕且愿意“尝
鲜”的卢正义和史政伟，开始用账
号“卢正义的雕刻时光”记录传统
木雕与二次元动漫手办的融合过
程。卢正义希望，通过视频让更多
年轻人重新认识并热爱传统木雕
技艺。在雕刻二次元动漫人物时，
他也找到了“重返27岁”的感觉。

“我叫卢正义，一个年轻的手

艺人，你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都
是对中华传统手艺的传播和认
可。”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坐拥近
160万粉丝，现实生活中的“老卢”
被年轻网友称作“小卢”，让史政
伟感到惊喜的是，在粉丝发来的
私信中，很多人表示想来学习木
雕技艺，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受视
频启发，报考了雕塑相关专业。

“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
传统技艺，让传统技艺更加贴近
年轻人生活，这是我们想做的”。

去年10月，抖音面向全国手艺
人、手艺商家推出“看见手艺”计划，
助力传统手工艺被更多人看见，为
手艺人创造更多收入。虽然一些传
统手工艺不再是生产生活的工具，
但仍是需要记录的历史瑰宝。

记录与复刻传统手工艺，90
后也成了新一代的“守艺人”。明
朝凤冠、敦煌壁画供养人头饰、苗
族头饰……“手工博主”成都女生
雁鸿凭借一双巧手，用易拉罐、撑
衣杆、铁丝等常见物品，还原了古
代各类头饰发冠，分享的展示视
频最高点击达200多万次。为了
让作品还原度更高，去年年初，她
找到非遗技艺“花丝镶嵌”的大师
傅进行学习。“花丝镶嵌是国粹中
的国粹，视频之所以能受到广泛
关注，也是因为背后承载的传统
文化”，去年，雁鸿的工作室注册
成立，除进行一些商业广告合作
外，她想把更多的国风国潮传统
手工作品展现给年轻人。

（《中国青年报》孟佩佩）

春晨之韵 李海波 摄

一季、二季、三季……谁也
没有想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
出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不仅“火”了，还带着很多博物馆
一起“火出了圈”，一些博物馆及
其馆藏文物成为年轻人竞相追
捧的“网红”。

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
《典籍里的中国》等传统文化类
综艺节目陆续推出，均收获了不
错的人气和口碑。它们成功的共
同经验是，采用贴近当下观众审
美需求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使
用时尚有趣的方式包装传统文
化，通过大众传媒与现代艺术相
结合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年
轻观众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
着双重误区：一方面认为年轻人
喜欢的都是“无脑剧”“傻白甜”

“雷人风”；另一方面认为传统文
化都是“高冷范”“夫子腔”“古董
货”。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导致传
统文化的传播始终在原有的“小

天地”里打转，无法创造出有效
触达当下年轻人的传播路径和
话语方式。久而久之，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渐渐失去兴趣，转而在

“二次元”等潮文化中寻找精神
慰藉甚至价值坐标。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与年轻人之间缺少一
个连接彼此的桥梁。

然而，搭建这样一座沟通的
桥梁并非易事。都说传统文化是
宝藏，可那些宝物都深藏在历史
的泥土中，距今动辄几百年、几
千年。要寻得宝物并为我所用，
必须经过勘探、挖掘、淬炼、提
取、加工等若干过程。就像矿石
一样，只有被加工成饰品并戴在
人身上，其价值和美才能彰显，
否则可能永远只是一块无人问
津的石头。由于深埋于历史的泥
土中太久，传统文化有的已变成
坚硬的化石，有的身上布满了尘
埃，要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光
泽，除了要拂拭掉尘埃，还要为
其穿上亮丽的外衣。比如，《国家

宝藏》第三季开篇随着国宝盒子
的无限延伸，无数文物在国宝盒
子的屏幕内奇幻变化，讲解员张
国立走进通道，舞台瞬间变成充
满文物的“宇宙星河”。舞台前后
的18道旋转屏，左右两道为开合
屏，通过裸眼3D技术，让观众仿
佛身临其境。节目在每期的场景
设计中，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技
术，给观众带来惊喜。此外，经由
动画片《九色鹿》原配音演员丁
建华时隔40年的再次配音，利用
三维动画技术制作的敦煌虚拟
守护者“九色鹿”仿佛活了起来，
唤醒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让
观众大呼“我们的青春回来了”。

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大众
展示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让普
通观众对严肃话题产生兴趣，进
而去感受历史的厚重，最终给人
以震撼和自豪感，这是传统文化
类综艺节目的共同经验，但传统
文化的传播若仅仅停留于此还
远远不够。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不仅要利用大众传媒为公众
多上一些厚重又鲜活的传统文
化课，更要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文化基因植入每个人的内心，
逐渐培养起国人的文化自信。文
化自信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国人，
都尊重自己的文化背景，能发自
内心地坚信、践行某一些自己认
为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并自信、
开放、包容地对待其他文化。

近几年，一些综艺节目用年
轻化的表达解码传统文化之美，
为年轻人架起了接触了解传统文
化的桥梁，迈出了重建国人文化
自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更要鼓
励人们将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发之于中，必行于外”。

传统文化之美需要年轻化表达
李韵 苏晓彤

包心粑粑是
我家乡安徽肥西
县特有的小吃，望
文即可生义——
一种带馅的米粉
包子。

春天，菜蔬发
旺，总得要做点粑
粑的。

普通包子的
馅是生的，包心粑
粑的馅是熟的。冬

天，老家有腌腊味的习俗，过完年，
还是会剩一些，将咸鸭皮或腊肉放
入馅中，既作油，又提香。豆腐坊里
的酱油干子也是必须有的。其它菜
以白菜为主打，再加入菠菜、香菜、
蒜苗等。馅的材料备齐后，将所有的
材料全部洗净、切碎，腊味丁翻炒出
油，再依次下锅炒熟素菜，出锅后，
便是一盘咸香四溢的粑粑馅了。

做粑粑时，和面是个技术活，
也是个体力活。和面在家乡称为

“烀面”，一定要一次性烀熟，且软
硬适中。先将米粉倒入锅中，小火
不停地翻炒，慢慢地，米香味袅袅
溢出，就可以和面了。

和面必须用沸水，一边往锅中
倒入开水，一边不停地搅拌。烫好
的面还得一次次地揉，粘紧实。揉
好的粑粑面团，莹润似羊脂，精光
内敛。手沾清水，搓成一个个剂子，
捏成碗状，放入粑粑馅，利用虎口，
慢慢地往上推着收口，再简单地团
一下即可。做好的包心粑粑，一个
个肚大腰圆，白白润润。吃的时候，
可蒸可煎。但多数人还是享受煎后
那一层油黄焦脆的外壳，嚼在口中
滋滋作响——用菜籽油，小火慢
煎，味道更香。因为皮和馅都是熟
的，所以，不用担心夹生。

米粉做成的粑粑，吃在嘴里不
似小麦面粉细腻，也不似糥米粉粘
牙，反倒有一种粗粝感。

食物的香味比香水更丰富，更
有获得感。入口，包心粑粑在口中的
前调，自然是一股浓浓的米香——
经过烫制的皮子软滑弹牙，最大限
度地保留了米原本的味道。咬开的
粑粑心里立刻冒出一团鲜香的热
气，再吃上一口馅，算是粑粑的中调
了，也是最受农家人喜爱的那一口
咸香。馅里的菜已软乎，一股蔬菜特
有的香气溢出，嚼着嚼着，舌头便遇
着了咸肉丁或酱干丁，喜食者心里，
会有种山不转水转的小欢喜，也会
更加用心地品味。所谓的后调，便是
余香了，那已经完全超出食物本身
的味道，它沉稳地留在味蕾上，成为
精神的一部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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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将首次走进
北京图书订货会

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记
者 史竞男）记者从中国出版协会
获悉，第34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将
于3月31日在京开幕，参展出版单
位及文化机构近700家，展出各类
图书近40万种。

北京图书订货会由中国出版
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管
主办，是年度出版成果的重要展示
平台，在业内有“出版风向标”之
称。据介绍，本届订货会以“建党百
年，脱贫攻坚创世纪奇迹；文化自
信，出版迎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特设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图书
展区，将集中展示各出版单位献礼
建党百年的优质图书。

北京图书订货会不仅是行业交
流平台，也是全民阅读推广平台。本
届订货会将举办200余场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聚焦行业发展难点和
热点。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中国
出版高层论坛、中国出版发展报告
会等活动将为出版人传递行业发展
的政策信息；由各参展单位举办的
2021 中国书店大会、“阅读X”论
坛、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中
国民营书业峰会和新书发布会、作
家见面会等主题文化交流活动，将
展现出版产业创新发展新局面。

此外，本届订货会还将开设线
上主题书展专题，在现场设置直播
间，播报订货会实时动态，并邀请知
名主播进行现场视频直播和巡馆探
秘活动，充分发挥“直播带货”功效，
让直播订货功能首次走进订货会。

新疆吉林携手推动
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 12日电（记
者 余俊杰 曹槟）新疆、吉林两省区
3月12日在北京签署共同创建中
国（长白山脉—阿尔泰山脉）冰雪
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推动区域冰雪产业提档
升级和规模集聚发展。

框架协议提出，将构建以冰雪
产业为主线的合作格局，阿尔泰山
托举西北、面向中西亚，长白山托
举东北、面向东北亚，成为中国冰
雪产业资源开发引擎。两省区将立
足双方资源特点和产业发展实际，
在冰雪旅游、运动、文化、商贸、营
销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吉林将每年
为新疆免费培训500人，加强对新
疆重点冰雪景区、滑雪场智能化建
设的指导帮助，每年接收50名新
疆冰雪旅游产业骨干到吉林进修
学习；新疆将为吉林冰雪产业发展
提供实训基地。

据介绍，两省区将建立联动协
调、高层会商等机制，共同编制《中
国（长白山脉—阿尔泰山脉）冰雪经
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总体规划》。

湖南出版文旅地图
包含3处世界遗产

由湖南地图出版社编制设计的
《湖南文旅地图》已正式出版。目前，
该地图已在各级新华书店发行。

据了解，《湖南文旅地图》充分挖
掘并展现了湖南境内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包括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
自然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2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26处以及省内评选出的“十
大魅力场馆”“十大文化地标”“十大
文旅地标”“十大文旅小镇”等。

据悉，地图上还呈现了湖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推介的湖南“5+2”
锦绣潇湘湖南旅游精品线路，即时
尚都市历史文化游、魅力湘西世界
遗产游、天下洞庭湿地生态游、诗
意湘南寻根祈福游、神韵雪峰户外
休闲游5条精品旅游线路和伟人
故里红色潇湘路、不忘初心重走长
征路2条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这7
条精品线路将沿线的景区景点串
联起来，为游客提供了不同主题和
体验的旅游路线。

（《人民日报·海外版》黄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