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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剧市场趋向成熟
精品化才是“王道”

《2017 网络原创节目发展分析报

告》显示，2017年新上线网络剧206部，

播出总量达833亿次，较去年实现大幅

度增长，其中排名前十的网络剧播放量

达353亿次，占总播放量的42%。

征集明城墙砖
是文物保护示范
□ 朱昌俊

通过全城有偿征集，江苏南京一年

里回收8万块散落民间的明城墙砖。据

报道，一年前，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

南京城墙保护基金会宣布启动散落城

砖“颗粒归仓”行动，对于提供散落在民

间明城墙砖有价值线索的市民，给予最

高2000元的奖励。一年后，该活动取得

阶段性成果。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

共收到市民提供的城砖线索近300条，

已回收城砖约8万块。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修建历

时27年，至今保留下来的城墙长达25.1

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

最好的城市城墙。这一历史地位，意味

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不可能被复制

的历史遗存。但由于历史原因，南京不

少老旧小区在修建中都曾使用了散落

的墙砖。现在，这些墙砖在老旧小区拆

迁的过程中重现真容，其中不少被作为

建筑垃圾处理或填埋。在这一背景下，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和基金会在全

城启动有偿征集，可以说是对墙砖的抢

救性行动。

过去一年里，这项有偿征集活动，

共回收了 8 万多块墙砖，效果超出预

期。正如活动发起方所强调的，此举一

方面为城墙修缮提供了更多的城砖线

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砖不足的难

题；另一方面，活动也整合了更多社会

资源和民间力量，进一步提升市民的遗

产保护意识，让更多市民加入到文化遗

产保护的队伍中来。

事实上，更多城墙砖失而复得，从

散落状态重新汇集起来，这一过程本身

也丰富了明城墙的历史内涵。那些曾

经散落民间的墙砖，从市民手中回归保

护部门的统一管理，不只是简单的归

还，更意味着部分市民以直接方式参与

了明城墙现代历史的构建。从历史维

度来看，若干年后，当人们再次梳理明

城墙历史时，这无疑成了一个重要插曲

和细节。进一步言之，当更多的人能够

感受到自身与古老文物之间的联系，公

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必定增强，文物保护

氛围也将获得更多现实支撑。

此外，有奖征集墙砖，也体现了文

物管理部门对历史原件的重视。诚如

文物爱好者所说，“这些城砖都是600多

年前的文物，哪怕是残破的，用来修复

城墙也是好的，比用仿制的城砖来得更

有意义。”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过去

一些地方出现过将原有城墙拆毁重建，

用全新的仿制砖取代原有城砖进行破

坏性“修复”。从这一意义上，南京城墙

保护管理部门不遗余力地向市民有偿

征集城砖，而不是选择仿制砖来替代，

也是对仿制文物泛滥的一种间接抵制，

不啻为文物保护上的价值示范。

多数历史文物与原件的流失和破

坏，往往都是不可逆的。但如南京有奖

征集墙砖的行动所证明的，通过恰当方

式，尝试对散落的文物和历史进行再次

回收和打捞，以尽可能减少损失，并非

完全不可行，关键是到底有没有意识到

历史原件的重要性。与其斥巨资建假

古董，不如投入更多精力保护和找回真

遗存，这应该成为文物保护上的共识。

非 遗 技 艺 纪 录 片 催 热 老 手 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博物馆”走出“新”经济
——非遗传承开辟产业发展新天地

□ 西 文

承载岁月的非遗老手艺，是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与它

们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却是：濒临失

传、保护、坚守。然而，非遗技艺和

守护的匠人，最近却以纪录片的形

式“火”了起来。10月《寻找手艺》上

线，一个月网络播放量破200万，豆

瓣评分8.8；11月《百心百匠》在湖南

卫视播出，首期李亚鹏到西安学习

古法造纸，网络点击量几天近500

万。从去年到今年，《我在故宫修文

物》《了不起的匠人》《本草中国》《手

造中国》……非遗技艺纪录片一部

接一部，口碑和热度不减。在非遗

专家眼中，这是一个好现象，有助于

让大众重拾文化自信、寻根传统文

化。另一方面，非遗的宝库远不止

技艺类，需要以更深入的方式记录

并广而告之。

老手艺纪录片“应接不暇”

《百心百匠》是最近播放的老手

艺纪录片，以明星探寻学艺的方式，

打开非遗技艺的神秘大门。11月播

出第一期——李亚鹏到西安学古法

造纸，周至起良村的蔡侯纸博物馆

是主要取景地。起良造纸技艺是省

级非遗，从明代开始，村里90%的人

都以构树皮造蔡侯纸为生。

纪录片有制作周期，这期节目

实际是去年夏天拍摄的。“近两年接

待了至少七八个拍摄团队。”恢复起

良造纸技艺的刘晓东说起来如数家

珍：BBC纪录片《丝绸之路》（中国

段）、安徽卫视的《百家姓》、陕西卫

视《丝路有你》、湖南卫视《百心百

匠》已播放，以及《印象中国》《不要

叫我匠人》。“还有央视财经频道、天

津卫视、湖北卫视等，有的栏目名我

记不清了。”

古法造纸非遗技艺“入镜”如此

多的纪录片和专题片，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非遗技艺已经成为纪录片的

热门题材。这类纪录片有的针对性

强，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针对故

宫手艺人，《本草中国》针对中医药

传承人，《手造中国》针对景德镇瓷

器制作；有的则有一个相对宽泛的

老手艺老匠人主题，比如《了不起的

匠人》《寻找手艺》《百心百匠》等。

这类纪录片人文主题类似，但表达

方式千姿百态，都能带给观众一种

走近非遗的感受。

希望展示出非遗之“魂”

“纪录片的拍摄，是非遗保护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陕西省艺术馆副

研究员、民间美术专家李红军认为，

这么多非遗纪录片出现，对于宣传普

及非遗有积极促进作用。其实，业内

对非遗的保护也有抢救性纪录片。

他希望非遗纪录片不是浅尝辄止，应

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非遗的“魂”。

“无论是非遗栏目还是纪录片，

都在对大众起到一个宣传普及非遗

的作用。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

俗文化重建起着重要作用。”李红军

说，纪录片表达形式应和民俗、历史

结合起来，拍出它的功能和地位，以

及精神上的一种不可或缺。因为传

统非遗是能带给人们幸福感的，无

论是传统技艺还是民俗活动，都是

在追求精神上的饱满。

非遗是一个大的门类，技艺只是

其中一部分，还有传统戏曲、传统美

术、传统武术、传统医药等。李红军

表示，一些地方小戏衰落得很厉害，

比如皮影戏、木偶戏等。“以前一个县

有几十个皮影戏团，现在只有偏远的

地方有需求。”他说，一个地方小戏本

来有一两百个本子，但随着需求的减

少就越演越少，传承下来得太少了，

抢救和记录就非常迫切。

“它们在慢慢逝去，我觉得抢救

和记录时就要整本整本戏去拍，再过

很多年会非常有价值。”他提到，这种

记录是一种固守家底的前瞻性行

动。所以，他觉得无论是网络上、电

视上播出的纪录片，还是抢救性的纪

录片，都应该更多一些、再多一些。

让老匠人重新获得尊重

“我国传统工艺门类众多，涵盖

衣食住行，遍布各族各地，既承载了

传统文化的精神，又是重要的就业

领域。”著名非遗专家傅功振认为，

数字化保护是国家非遗保护的浩大

工程，纪录片应多多益善。它会改

变人们对非遗技艺的认知，也会帮

助非遗匠人获得尊重感，并带动非

遗融入当下社会。

“像《百心百匠》《寻找手艺》《了

不起的匠人》这几部纪录片很感人，

值得点赞！”他认为，非遗纪录片不

是多了，而是刚刚才起步；非遗纪录

片的多方位展示，顺应了现在非遗

动态保护的趋势。

“过去提保护，强调必须原生态

保护，忽视了动态性保护、生产性保

护、创造性保护。”傅功振介绍说，如

今提到非遗保护、传统手工技艺首

先是遗产，但不能当作遗产而保存

起来。“需要动态保护，生产性、创造

性保护。说到底就是要适应时代发

展、与时俱进地传承保护。”他认为，

老手艺纪录片之所以受社会认可尤

其受年轻人青睐，是因为不仅展示

了名不见经传的匠人、手工技艺，还

使人感受到了他们神奇的巧手与独

具创造性的智慧思考。

“我看到有的纪录片是亲身体验

非遗，感到很欣慰。这说明非遗已开

始彰显它们的生命力。”傅功振认为，

纪录片展现当代匠人精神；传达的传

承与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对非遗技

艺、老艺人是一种莫大的尊重和肯

定。“目前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从业

者把传统技法作为生计以外还能获

得尊重和成就感。”他认为，这样才能

让年轻一辈真正发自内心地去接受

匠人的社会角色，并乐在其中。

如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指南。

傅功振认为，非遗与时代接轨，进行

创造性转换和发展，这个与时俱进

的姿态，给以后的非遗纪录片提供

了更大的表达空间。

□ 张辛欣

沥沥雨水中，模特们身着云锦华

服，撑着油纸伞随音乐走过，仿佛一

幅画卷，又有着浓浓的诗意。在近日

于千岛湖召开的首届中国纺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会上，这场非遗服饰秀

引发人们关注。

精美服装的背后既有传承千年

的技艺与情怀，又有产业发展视角与

空间。伴随着非遗传承方式的创新，

产业外延也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

传统技艺走出“博物馆”，开辟出产业

发展的新天地。

千年技艺与人们重“新”相遇

要将千年技艺薪火相传，核心是

融入现代生活，在于一个“新”字。

随着技术、模式和方法的创新，非遗

正在“旧貌换新颜”，与人们重“新”

相遇。

共享经济就为非遗贴上了时尚

的标签。打造图案数据库，成立互联

网平台，聚手艺人、制造者、设计师于

其中，依文中国手工坊不仅为数千名

绣娘作品在全球舞台上寻找“伯乐”，

也让非遗产品变为“新时尚”。目前，

中国手工坊已与上百家企业合作，非

遗绣艺也包含服装、家纺、书本、钱包

等产品，有的甚至作为元素吸纳进壁

纸、地毯甚至品牌标识中，进行二次

开发和创造。

剪纸、篆刻、青瓷烧制……越来

越多的非遗技艺因共享经济找到传

承发展的“突破口”。

国内奢侈品服务平台寺库创始

人李日学说，目前有600余个拥有非

遗技艺的原创设计品牌与寺库合作，

通过设计、包装、渠道等协同制造，提

升附加值。

概念的注入也为非遗赢得更多

年轻粉丝。“我们正用年轻人的视角

重新定义丝绸。”杭州万事利集团董

事长李建华说，万事利将丝绸化为载

体和内容平台，变“卖产品”为“做文

化”，毛利率超过50%。“不久前与网

游公司合作，通过丝绸展示游戏场

景，500条丝巾半秒钟销售完毕，这

在过去难以想象。”他说。

体验经济也是不少企业的选

择。传统手工体验旅游正在兴起，让

非遗产品不仅成为人们眼中“看得见

的风景”，更是“带得走的情怀”。

“产品越接地气，市场越能做大，

企业也将不断加入，人们对非遗就有

更多的共鸣。”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陈通

说，创新让非遗传承进入良性循环。

“美丽经济”彰显“加法”逻辑

非遗传承不仅是值得尊重的事

业，更是“美丽经济”。用好创新法

宝，重解“供需”方程，就能带来“1+

1>2”的效果。

专家认为，不论是搭建多元化产

品体系，还是改变商业模式，无一不

将“保护链”与“产业链”衔接，探索

“加法”逻辑。

首先是“＋生活”。“传统手工的

核心就是个性化制作，代表着精品和

匠心的非遗就是消费升级的诠释。”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张梦霞认为，随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个

性化产品和服务迎来风口期，非遗要

抓住机遇，成为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是“＋科技”。非遗的传承

引发年轻人关注，科技元素必不可

少。通过在产品中引入虚拟现实等

方式，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制造商借

助科技做好非遗产品，讲好“非遗故

事”。“寺库也将非遗品牌提炼概念或

文化标识，通过社交媒体争取年轻粉

丝。”李日学说。

如果说对需求端的争取是扩大

影响力，那么对供给侧的传承则为了

留有“源头活水”。非遗项目很多存

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扶贫“做加法”

也带来了经济效应。国家级非遗蓝

印花布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认为，建

立“以手艺带农户、以农户带农村、以

农村带基地、以基地带销售”的经营

模式，可让非遗传承获取脱贫动力。

归根结底是“＋文化”。工信部

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说，非遗

中积淀的文化内涵是产业发展的潜

力所在。“所有的制造、品牌、模式，

归根结底都是文化传递。做好文化

加法，非遗保护和产业发展将迎来

双赢。”

薪火相传还需迈过几道关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孙淮滨认为，对于非遗保护传承处

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虽然市场空间

广阔，也存在不少挑战，需要在实践

中化解。

留住手艺人，是摆在现实面前的

最大难题。要有商业驱动，要让匠人

们有获得感。吴元新说，如何平衡

个性化生产与大规模市场需求，找

到更多生产模式和商业出口，需要

政府、企业家、非遗传承人不断思考

和尝试。

正确体现非遗价值，也要在创新

中探索。非遗凝聚着时间和情感，拥

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既需要市场、商

业“慧眼识珠”，也要营造尊重手工业

的社会氛围。“推动非遗时尚化、产业

化、国际化，提升附加值和商业价值，

是出发点和落脚点。”陈通说，目前非

遗的传承开发多以制造业企业、设计

师工作室、传承人手工坊为主，需引

入更多市场主体，也要将新技术、新

模式与其对接。

守住非遗精神，是非遗传承的要

义所在。饱含坚守、诚信、执着的非

遗精神对一国制造乃至社会发展弥

足珍贵。

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要将品牌

意识、工匠精神、民族文化融入现代

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夯实基础，补

齐短板。

南翔小笼南翔小笼：：从从““吃吃””开始了解上海非遗开始了解上海非遗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翔小笼制作技艺的传人李建钢在上海古猗园餐厅内现场展示，并详细

讲解了南翔小笼制作过程中肉馅和水的比例、包馅的手法、蒸笼的火候等秘方。据悉，为了保证南翔小笼

的正宗口感，李建钢制定了南翔小笼馒头制作技艺标准，使得这一传统技艺实现了规范化和标准化操作。

图为李建钢展示南翔小笼馒头。 (张亨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