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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今 雨 轩

让 非 遗 拥 有 更 好 未 来
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不同非遗项目的保护发展

还需要解答各类问题，多条腿走路

□ 郑海鸥 刘 阳

2019年是粤剧、南音、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格萨（斯）

尔》等25个非遗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周年。

截至目前，我国有40项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

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经

过10余年，这些项目在申遗成

功前后的保护传承情况如何？

积累了哪些保护经验？发展还

面临哪些困难？

从传承困境到看见曙光

9时不到，海南省五指山市

通什镇番茅村委会福建村的香

兰织锦专业合作社内，七八名

黎族妇女席地而坐，架上腰织

机，五颜六色的织线在腰织机

上拨动、跳跃，美丽的图案便逐

渐呈现在黎锦上……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是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

纺织技艺，它集纺、染、织、绣于

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

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

品，这项技艺至今已有数千年

历史。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清晰

地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

外婆都有腰织机，只要农闲，她

们就会坐在房前屋后织起来。

腰织机由一些大大小小的木片

木棍和一根带子组成，看起来并

不起眼，却能织出美丽的图案，

刘香兰一下就迷上了。

刘香兰出生于1969年，那

时候，黎锦已经逐渐没落。“织

锦是我的兴趣，我没想到此后

几十年里这项技艺会逐渐‘濒

危’，更没想到自己会一辈子走

在这条传承道路上。”到了20世

纪90年代，刘香兰发现，随着老

一辈的不断离去，织锦技艺也

在远去……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一样，《格萨（斯）尔》、古琴艺术

等一大批非遗项目也纷纷陷于

传承困境。

《格萨（斯）尔》是迄今为止

人类所拥有的篇幅最长的、内

容浩瀚的活态史诗传统，由我

国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共同创

造，藏族称其为《格萨尔》，蒙古

族称作《格斯尔》。内蒙古自治

区少数民族古籍与《格斯尔》征

集研究室主任苏雅拉图说，21

世纪初，整个内蒙古会唱《格斯

尔》的人只有七八个，传承人队

伍严重萎缩。

古琴艺术可考历史有3000

年之久，是渊源久远并传承不绝

的艺术形式。据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古琴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丁承运介

绍，“据我所知，20世纪80年代，

全国传承古琴的只有200多人。

到了2003年左右，申报联合国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时，申报书上全国能够熟

练掌握古琴演奏的只有52人。”

申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解

了传承之困。2008年，古琴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格萨（斯）尔》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这些项目的社会知名度大

幅提升，各级政府加大了保护

力度，传承人也有了更多的积

极性和自信心，“终于看到了发

展曙光”，刘香兰说。

从单打独斗到各方助力

“2017 年，在各地演出 15

场、举办文化讲座14场、录制琴

曲28首、参加学术会议多场，入

选中国非遗年度人物；2018年

登上《国家宝藏》舞台，讲述浙江

省博物馆唐代落霞式‘彩凤鸣

岐’七弦琴的‘今生’故事……”

如今，年过七旬的丁承运还奔波

在多地举办各类古琴推广活动，

“不是说申遗成功后就‘万事大

吉’了，而是鞭策我们要更负责

任地做好传承推广，不能懈怠。”

“回忆申遗之前，古琴的传

承基本都是‘单打独斗’，没有

太多其他力量支持‘这根弦’。”

丁承运说，“申遗成功后，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相关部门，以

及一些社会组织，分别给我们

的研究、传承、推广以政策、资

金等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信

心和助力。”

申遗前的刘香兰基本也只

能“单打独斗”。2006年，刘香兰

了解到大城市和外国人对传统

工艺很感兴趣，原本在景区以三

五块钱卖小织片的她着手创办

织锦合作社。她挨家挨户做工

作，最终18名妇女加入。她自

己一则跑市场，一则争取相关部

门支持，还对村民进行培训。

“其实那时候的销路并不

好，家里库存了很多产品，但我

不能跟妇女们讲，按期给她们发

着工资，既不想打消她们的积极

性，我也不愿意向困难低头，刮

风下雨地四处跑销路。”回忆起

2007年~2009年的困难时期，

刘香兰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申遗成功后的黎锦社会知

名度大增，市场逐渐打开。刘香兰

看得更远一步，在传统黎族服装

之外，她将黎族传统的人纹图、

甘弓鸟等纹饰进行设计开发，运

用到靠垫、杯垫、钱包、挂饰等产

品上，订单供不应求。

“我现在关注的不仅是村里

姐妹能通过黎锦脱贫致富，还希

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学习织锦。”

刘香兰说。2011年起，五指山

市与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联合

创办了黎族织锦技艺中专学历

班；2013年起，在7所学校开设

黎族织锦技艺实践课……现在

刘香兰和其他8名各级传承人

成了这些学校的织锦老师，她们

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一年教授

的学生有几百人，孩子们都喜欢

这门课。”让刘香兰非常高兴的

是，不少中小学生在黎锦纺织比

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中专班的

学生则朝着专业方向发展，具备

一定的设计能力。

数据显示，黎锦技艺的传

承群体已从申报人类非遗名录

时的不足1000人增加到万余

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黎锦技

艺的濒危状况。

博采众长创新发展

眼看着古琴越来越“火”，

许多问题也随之出现。“现在，

看到有利可图，有些人学了几

天就出来开馆教琴；更有人声

称所谓‘七天学古琴’，把一个需

要长年累月学习磨练的艺术，弄

成速成的假把式；还有不少群体

为了盈利，滥用资源……这些其

实是打着传承的名号，做着破坏

古琴艺术的事情。”丁承运说，

“面对诸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拿出更

多精力，多做普及、培训的工作，

让古琴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

在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方

面，丁承运指出了音乐学院古

琴专业教育存在的局限，“古琴

不重在表演，学习技术不是重

点，我希望古琴教学能够与其

他注重表演性的乐器区别开，

注重更多思想理念、文化精神

层面的培养。”

与“粉丝日益庞大”的古

琴、昆曲等非遗门类不同，以

《格萨（斯）尔》为代表的一些非

遗项目却“门庭冷落”，目前来

看，这些项目传承需要解答的

最大问题是如何吸引观众。“古

老的《格斯尔》要走进现在年轻

人的视野，获得社会关注，需要

在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上与时

俱进，比如，制作动画片、视短

频、游戏等，借助新媒体的力

量。”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

古籍与《格斯尔》征集研究室

格日勒图表示，“我以为，现在

可以不必强求《格斯尔》的完整

传播，而重在引发社会对《格斯

尔》的兴趣和基本了解。”

而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为代表的传统技艺门类非遗

项目，比如，制瓷、制陶、剪纸

等，在坚守传统技艺基础上进

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是扩大

市场、获得更多年轻人青睐的

关键。

“目前来看，绝大多数黎族

妇女需要加强创新的意识和能

力。”刘香兰表示，“因此，一方

面，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非常重

要，传承人要回归传统、深入生

活，在不失其本的基础上博采

众长、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加

强综合知识的学习，提升设计

审美、市场营销、版权保护意识

和能力。只有多条腿走路，传

统技艺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不

断发展，更好地传承给我们的

子孙后代。”

乾 隆 也 吃 自 来 红 月 饼
□ 傅 洋

“金风玉露共徘徊，为奉慈

母特地来。璧月圆时瞻月相，

壶天深处是天台……”这首描

写中秋的古诗，作者是清代的

乾隆皇帝。古诗记录了公元

1740年的中秋节，乾隆陪着皇

太后先到西苑万善殿礼佛，后

游南海瀛台景色。一生写诗4

万首的乾隆皇帝，据说关于中

秋的古诗就留下100多首。

今月曾照古时人。对着中

秋的月亮，人们也难免不怀古

追思，想象着古代宫中过中秋

节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皇宫里的中秋节怎么过？

事实上，皇帝的中秋节和民间

百姓的并无不同，也要供月、赏

月、吃月饼，合家团圆，只是更

加讲究排场。据《清史稿》记

载，清宫“中秋节”有着详细的

典制，到了乾隆时期节令中秋

节过得更为细致。每年中秋佳

节清帝会在乾清宫设宴，并摆

月供祭月。宫中月供，与民间

一样。供桌上摆月宫符像，还

要一个直径55厘米、10斤重的

大月饼。月饼上印有玉兔捣药

图案。大月饼周边各带小月饼

数盘，摆酒、茶数盅。供桌上还

要摆应时鲜花和应时鲜果。《燕

京岁时记》也载，中秋节“内廷供

月例用九节藕”“供月西瓜必参

差切之，如建花瓣形”。九节藕，

是指西苑叁海莲花池内所出九

节生在一根上的果藕，象征着

“九九”至尊。莲瓣形的西瓜，则

是用刀将整个西瓜雕成数瓣，每

瓣绽开如一朵大莲花。

乾隆的中秋节大多都是在

避暑山庄度过的，在避暑山庄

过中秋节同样举行月供活动，

也会与民间一样举家合乐。乾

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在

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院内摆月供

时，有供品28种，其中有自来红

小月饼。月供之后，自来红月

饼会赏赐给皇妃和皇子。这一

天，还要在避暑山庄清音阁、一

片云、云山胜地等大小戏台演

出承应时令的戏目，像《丹桂飘

香》《霓裳献舞》《日月迎祥》《群

仙庆贺》《广寒法曲》等，为佳节

增添喜庆。

据史书记载，宫中的月饼

制作也是极为讲究：由内膳房

承做，把传统的苏式、广式、京

式月饼合而为一，再加上精工

细做，配料适中，创造了宫廷

月饼的独特风格。月饼皮上

压有云朵、月宫、桂树、玉兔，还

上有各种颜色，有彩绘的、也有

红心白边、白心红边的。有全

红的或全白的，称为“自来红”

“自来白”。

中秋之夜，除了赏月，民间

也有许多游戏，比如，燃灯、猜

谜、投壶、博饼、放花灯等，人们

通宵达旦地娱乐，庆祝节日。

而在宫中，乾隆也是一位特别

会玩儿的皇帝。中秋节，乾隆

有时会来到自己仿照欧洲的迷

宫而建的花园——圆明园万花

阵。他坐在万花阵中心的凉亭

里，看宫女们手持黄色彩绸扎

成的莲花灯，一边寻找迷宫中

的小路，一边飞跑传花灯，而先

到者便可领到一份赏赐。

“三人行・范扬 何加林 贾广健画展”将举办

本报讯 由贾广健艺术

院、范扬艺术馆、雁庐艺术馆共同

主办的“三人行・范扬 何加林

贾广健中国画展”将于9月22日

在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贾广健

艺术院举办。

据介绍，范扬现为中国国

家画院博士后导师、中国艺术

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协

主席范迪安评论范扬作品时表

示，形态多样而精神内在统一是

其艺术的鲜明特征。在范扬的

笔下，万物华发、竞相自由、世相

多姿、纷呈生机，物以神聚，生活

与生命的光彩尽显其神。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

长、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何加林

认为，在笔墨与情感的对峙中，

只有将读书与审美、游历与实

践相结合，才能增加画家的见

识和自我觉悟的能力，才能不

惑于眼前的既有成绩，而在写

生中纵情放怀地去发现新的境

界，去挖掘新的个人潜质，去探

索从未表现过的新的笔墨样

态，使写生由“生”到“熟”，再从

“熟”到“生”，如此往复地达到

笔墨与情感的对立统一，彰显

写生的真正价值。

贾广健现为天津美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美术报主编王平表

示，“自在水云乡”的美学境界

是贾广健对生活境界的一种

表述和向往，贾广健的没骨画

让观众感受到一位当代专业画

家内心中流淌的诗书画意以及

充溢在骨髓中的文人情节。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10月7日结束，后续展览会将

在范扬艺术馆和雁庐艺术馆

开启。 （曹 乙）

□ 刘建民

电视上，《小欢喜》甫一收

官，《老酒馆》就开张了。据说

《小欢喜》“自带话题”“全民热

议”，可惜我孤陋寡闻，一没上

眼瞧，二没置一词，怕也是被娱

记“全民”了。

之所以留意《老酒馆》，是

因为饭桌上有人念叨它好且不

止一次。口头的臧否褒贬虽不

如见诸白纸黑字那般正式，也

算是评论的一种。倘若从靠

谱、有见识的人嘴里说出来，

不会差到哪里去，也更真实，

直接。

好的电视剧，就像好的小

说，从哪里开始看都不会让读

者失望，因为这些作品质地饱

满，分量足。用俗一点的套话

讲是“人物骨肉丰满，故事情节

曲折”，用文一点的话形容是厚

实有张力。厚实有张力的小说

或电视剧什么时候看、从哪一

场哪一节开始看，都引人入胜。

厚实饱满有深度是一种境

界，能达到这一点的小说或电

视剧为数不够多，《老酒馆》正

是这样不可多得的佳作。那天

打开电视，恰好瞅见巩汉林饰

演的说书人杜先生匆匆走进山

东老酒馆，一语不发，只以拱手

回应众食客的问候，直至走到内

屋，向陈掌柜索笔写下“舌头惹

事了，没了”。然后举壶一饮而

尽，决然而去，空留下清癯背影

和陈掌柜痛惜的泪眼。此情此

景，虽无只言片语却分明有情义

二字萦绕。仅此一段戏，亦可窥

见编剧高满堂的非同一般。

判断一部电视剧成色高下

或受不受待见，还有一个办

法。那就是关注一下看电视剧

的人如何对待手中的遥控器。

倘若看电视剧的人不时触动摁

键，在不同的频道间频繁转换，

那就不必指望这部电视剧能好

到哪儿去。现如今，有些电视

剧不仅水分多，而且戏也未必

演在点上。正如前两天在博客

上看到的一句话：“大厨不做

菜、设计师不作图、销售不拜访

客户……工作 5 分钟，谈恋爱

两小时，甭管你是职场菜鸟还

是总裁精英，在国产剧里只有

一个任务——谈恋爱。”这样的

戏，少看一眼不会遗漏啥精彩

瞬间，多瞧两眼也得不到更有

意味的画面。此刻，看电视的

人怕是恨不得手中的遥控器快

进功能立显神通。《老酒馆》属

于那种可以妥妥地把遥控器闲

置一边，踏踏实实一口气欣赏

下去的电视剧。

不过，遗憾还是有的。号

称年代大戏的《老酒馆》时间背

景设置为从 1928 年到大连解

放，可几天打量发现，戏中恩怨

情仇10多年的场景，基本上是

在秋冬时节之间来回打转。

有类似印记的不止于当下

的《老酒馆》。一些知名的年代

剧虽能显现出年代变迁、世事

更迭，但镜头中缺少春夏秋冬

的往复轮回。譬如，口碑不错

的《中国地》、有经典之作美誉

的《亮剑》，其历史跨度都在10

年之上，可剧中人物着装都是

“大约在冬季”，几十集下来，室

外场景无外乎草黄叶枯，少了

寒来暑往春秋更替，失于单调

不讲究。相形之下，《人间正道

是沧桑》对自然风物季候的借

用、摄取略胜一筹弥足珍贵了。

好剧不费遥控器

非遗技艺
走向山外大舞台
“妈妈制造”公益项目由中国

妇女基金会联合北京蚂蚁力量于

2016年共同发起，希望通过对中华

传统非遗手工艺的梳理，联合设计

师共同创作既具有东方文化符号、

又符合国际化审美的文创产品，再

交给具备一定生产技能的低收入女

性制作，使这些女性通过劳动获得

报酬、改善生活，从一定程度上解决

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该项目

已经在全国13个省建立了46家“妈

妈制造”合作社，直接帮扶了4000

多人创业和就业。图为“妈妈制造”

合作社带头人张义苹（前排右一）

在贵州丹寨蜡染合作社内画蜡。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六百余六百余件重磅流失回归文物集体亮相件重磅流失回归文物集体亮相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9月1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

幕。中国国家文物局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300余批次、

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精心遴选25个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回归案

例，统筹调集全国12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文物参展，

这是中国首次对流失文物回归工作进行全景式展现。图为观众

参观圆明园兽首铜像。 杜 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