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活10 编辑/徐金玉 校对/宋磊 排版/陈杰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rmzxblhb@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836

遗故事非
闲窗休

千年传承背后的境遇

成都漆艺，出土文物记载明确，
历史文献有据可查，它已有3000多
岁“高龄”，朝代变幻、岁月更迭，
它的传承从未中断。

2006 年，成都漆艺不负众望，
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
都漆器以天然生漆、实木为原料，胎
体不拘，做工讲究”“它以精美华
丽、富贵典雅、光泽细润、图彩绚丽
著称”“它既可高悬于庙堂之上以彰
显华贵，又可充当精致耐用的日常用
品”，在这些不吝赞美之词的非遗价
值简介后，文末的一句话，却如一把
细盐，精准地洒在了它的痛处：“产
品市场狭小，制作者后继乏人，许多
传统技艺已开始变形和失传，必须尽
快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挽救这种行
将灭绝的古老手工艺。”

“不得不说，其一语道破的，是
很多中国传统工艺共有的发展问
题。”4年前，当四川省非遗保护协
会常务理事、绵阳市政协委员、四川
国华祯宝集团总裁王钦甲开始着手复
兴漆艺产业时，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窘
境。

回忆起当时，王钦甲用了“心
酸”二字。他说，“当时成都漆器工
艺厂的状态几乎就是半死不活。老匠
人的薪资微薄，甚至有时都难以发
出，70%还要依靠政府补贴。”这样
一个被称为漆艺“黄埔军校”的所
在，迈过“而立之年”没几年后，却
是岌岌可危、举步维艰。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
因，来自社会资本对它的‘遗忘’和

‘冷落’。当时，‘热钱’更热衷于流
向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对于这种耗
时耗力的事不感兴趣。也有内部原
因，传统漆艺的手工性、艺术性决定
了成都漆器不能采用工业方式生产，
而只能通过手工劳动制出成品，同时
也只能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
使得它从传承到推广，都没能扩大开
来。”王钦甲说，而今时不同往日，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下，在众多志
同道合人的努力下，正是漆艺的繁
复、工艺、质感、历史，让人们愈发
领略到了它的可贵之处。

“这工艺不怕被偷吗？”

二楼的手工坊不大，有近10人
在同时办公，可与往常的办公区不
同，这里寂静得仿若没有声音。

一个“95后”的姑娘一手按住
桌角，一手戴着白手套，正神情专注
地埋头为“熊猫梳毛”。原来，在她
雕刻的漆盘上，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
正调皮地爬到树上。它的皮毛松软绵
密，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而另一侧，一位“80后”的师
傅正在用同样的工艺，为银杏叶梳理
叶脉，根根叶脉划过，仿佛阳光打在
叶片上，漆盘上的树瞬间“有了生
命”。

“成都漆艺以‘三雕一刻’独步
漆林——雕银丝光、雕花填彩、雕漆
隐花、拉刀针刻，他们现在正在做
的，就是雕银丝光。”王钦甲说，“成
都漆艺是典型的分工式协作，严密的
分工让大家各司其职，有的专门制
胚、有的专门髹漆（以漆涂物）、有
的专门拉丝，每一项都很难，专注一
项已实属不易，足够为此深耕一辈
子。”

参观愈是深入，采访团愈是惊
叹。有人不禁好奇：“这么精巧的工
艺，你们还让大家参观，不怕技艺被
偷吗？”

王钦甲却笑着摇头：“你连续五
六十天天天来，才能勉强看完漆艺的
全套流程。一件漆艺作品的诞生，至
少要经过36道工艺。它真正地诠释
了，什么叫‘慢工出细活’。另外，
我们不仅不怕偷，还希望多有人来
偷，才能有更多人将这项技艺传承下
去。”

现在，在成都漆器工艺厂，目之
所及的能工巧匠，可以上到古稀之年
的老匠人，下到22岁刚刚毕业的年
轻人。“我们真正结束了青黄不接的

时期，它的传承生命在延续。”

用最国际范儿做最传统工艺

“漆，完全是大自然的馈赠，人们
通过传统的割漆技艺，将树上流出的生
漆收集起来进行加工，整个过程百分之
百纯天然。正因如此，它的健康性、它
工艺的繁复性、它的艺术性，使得它一
直以来都很受古代人的青睐。”王钦甲
说，在过去，天然大漆就是部落族长、
皇室贵胄最高贵的仪器和礼器。融入生
活起居后，成为防腐、防潮、耐高温、
摔不破的生活用品，应用于食盒、盘
子、碗等，依然是高贵的象征。再到后
来，民间也兴起了漆器热，又耐用又好
看的漆器，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家庭有一两
件漆器柜子、盘子等，是一件很稀松平
常的事情。

“现在发展漆艺，我们同样注重生
活用品与工艺收藏品的共同打造。”王
钦甲引入创新活水，又让漆艺焕发了新
的生机。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产品结构，不
再只以杯碟瓶罐为主，而是涉足了首
饰、配件、花插、文房四宝、婚庆产品
等。我们还跨界和品牌合作，与水井
坊、宝马等知名品牌联手，将漆艺融入
车、酒行业等，让漆艺非遗的魅力延展
到更多领域。”

身为侨界青年代表，王钦甲也在不
遗余力地向海外推广漆艺文化。“漆器
工艺，是东方的、传统的传家宝。我们
要在国际的舞台上，展示它的魅力，讲
好它的故事。我们已经着手策划要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非遗品牌主
题展，同时，在韩国、泰国，我们的年
轻团队也在积极推广品牌。我们要用最
国际范儿的方式做最传统的工艺。”

有时，午夜梦回，王钦甲常常会回
想这几年的今昔对比。“漆艺是幸运
的，在这样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有这
样一群矢志不渝地热爱它、珍重它的
人，它的工艺永远不会丢，它也会继续
这般幸运地，将这生生不息的故事讲下
去。”

成都漆艺成都漆艺，，何以生生不息何以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成都漆艺是我国最早的漆艺之
一，现存于成都市青羊区。成都漆
器又称卤漆，发轫于商周时期，金
沙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现在依然文
饰斑斓、色彩亮丽。到战国、秦汉
时期，成都漆艺趋于兴盛，正如
《史记》 所言：“木器髹者千枚”
“漆千斗”。扬雄 《蜀都赋》 中亦
称：“雕镂器，百伎千工。”在唐宋
元明清几代，成都漆艺不断发展，
对我国其他漆艺流派产生了较大
影响。

成都漆艺工序繁多、制作细
致、耗时久长，尤以雕嵌填彩、雕
填影花、雕锡丝光、拉刀针刻、隐
花变涂等极富地域特色的修饰技艺
闻名于世。成都漆器以天然生漆、
实木为原料，胎体不拘，做工讲
究，是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
手工制品。它以精美华丽、富贵典
雅、光泽细润、图彩绚丽著称，它
既可高悬于庙堂之上以彰显华贵，
又可充当精致耐用的日常用品。成
都漆器既是历代习俗的重要见证和
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中国传统审
美观念的重要载体。

2006 年 5 月 20 日，成都漆艺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
Ⅷ-56。

链接：

非遗档案

之成都漆艺

10月9日，中国旅游研究院举办
2021年第三季度学术成果线上发布
活动。会上，规划与休闲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雪博士发布了标志性智库成果之
一——《中 国 休 闲 发 展 年 度 报 告
（2021）》（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依托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自主网络平台，对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西安、长沙、沈阳、武
汉、南京、杭州等10个城市进行调查，
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
从休闲时间、休闲内容以及休闲空间
等方面对国民休闲进行了探讨。

休闲时间多了

报告指出，2021年以来我国居民
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提升，休闲时间每
日平均3.8—4.4小时。

与 2019 年相比，城镇居民工作
日、周末、节假日休闲时间均出现不同
幅度增长，其中节假日休闲时间最多，
平均每天4.40小时。农村居民休闲时
间介于城镇居民周末与节假日之间，

每天休闲时间从 3.14 小时上升至
4.36小时，涨幅达38.85%。

报告提出，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
居民休闲时间增长仍面临较大压力。
半数以上城乡居民工作时间较长，城
镇居民8小时以上及农村居民6小时
以上占比均超过50%，其中，工作时
间 10 小时以上的城镇居民占比达
15%。

文化休闲多了

报告对我国居民休闲活动偏好情
况与变化趋势作出了分析：除消费购
物外，文化休闲已成为城乡居民重要
的日常生活选项。从休闲活动总体结
构来看，选择消费购物的城乡居民占
比具有绝对优势，为60%左右；其次
为文化休闲，占比20%左右。

报告显示，从文化休闲内部结构
来看，65%左右的城乡居民最喜欢看
电影，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等文化场
馆，以及选择去戏院、歌剧院、音乐厅
等听戏曲、歌剧、音乐剧等休闲活动。

比较城乡居民、退休居民各类文化休
闲活动发现：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相比，退休居民更喜欢学习科学文化
和参与书法、绘画、集邮等休闲活动。

在所有文化休闲活动中，农村居
民最喜欢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
等文化场馆。随着闲暇时间增多，选择
去书店、图书馆和参与学习科学文化
活动的城镇居民占比有所减少，而参
观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和实地观看
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的城镇居民有所
增加。

地区差异明显

根据受访者对10个样本城市休
闲活跃程度的认知得出，广州、成都、
上海是休闲活跃程度较高的城市；西
安、长沙、杭州、南京、武汉组成了休闲
活跃程度居中的第二梯队；而北京与
沈阳的休闲活跃度较低。

无论是休闲时间，还是休闲内容、
休闲半径，城镇居民区域差异均小于
农村居民。从休闲时间来看，西安城镇

居民休闲时间最长，工作日、周末和节
假日休闲时间均排名第一；广州、长沙、
西安等市农村居民休闲时间较长，杭州
退休人员休闲时间最长。

从休闲半径来看，长沙、西安、成都
3市城镇居民更喜欢在3公里范围以内
进行休闲，中远距离休闲排名末三位；
北京、成都、广州3市农村居民3公里以
内人数占比具有绝对优势，上海、杭州、
武汉3市农村居民喜欢在3-7公里空间
范围内进行休闲。

从休闲活动偏好来看，沈阳、成都、
上海等市农村居民更喜欢消费购物；武
汉农村居民最喜欢文化休闲活动，人数
占比在10个城市中具有绝对优势；广州
农村居民更喜欢体育健身，北京、西安、
长沙等市农村居民喜欢在家休闲。

《报告》认为，在政策外力和市场内
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休闲需求持续增
强。休闲已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自我和追
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目前疫情还在
持续，全国范围内还有偶发的疫情反弹
事件，对远距离出游仍有一定影响。在
这一宏观背景下，国民休闲更加成为短
期内旅游受阻后的重要替代，在日常生
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基于
对国民休闲行为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的
判断，《报告》进一步从增强国民休闲意
识、优化休闲时间制度安排、平衡国民
休闲需求与供给以及优化城市休闲供
给布局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国民休闲发
展的对策建议。

2021，你的休闲生活变了吗？
——数读《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21）》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10
月 15日-17日，全国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三元杯”第二届全国咖啡
师职业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在中国
国际咖啡展上举办。竞赛由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中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办，中国商
业经济学会咖啡分会承办，是咖啡
行业唯一一个国家级赛事。

自今年6月起，经过4个月、包
括麦咖啡品牌赛区的12个赛区海
选，共32个团队64位选手入围总决
赛。在为期3天的总决赛中，选手们
需完成团队赛和手工冲煮、意式拉
花、杯测三个个人单项赛在内的四个
赛程，三位个人单项赛冠军，经大赛

组委会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申请，颁
发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竞赛还首次开展了“中国味道”
暨“三元杯”第二届全国咖啡师职业
技能竞赛总决赛指定豆征集赛，创造
更多产业联结、联动，通过比赛，打
通我国云南产区优质的庄园、优秀的
烘焙师、烘焙工厂和咖啡门店的链
条，从以赛代训向以赛兴业转变。

竞赛立足职业、服务职业，既是
行业标准从业技能的展示，更是行业
用人的标杆，即以技术服务经营，培
养以为企业增效减负为核心目标的综
合型咖啡师。它对未来咖啡领域职业
教育的专业建设、课程改革、职业素
养，甚至整个产业人才链的培养都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元杯”第二届全国咖啡师
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北京开赛

随着十月的到来，对于福建人
来说，每年餐桌上最当红的莫过于
红蟳。

秋风响、蟹脚痒，秋风吹、蟹
黄肥。近日，为庆祝福州琅岐红蟳
丰收，2021年琅岐第四届红蟳节
在琅岐举办。据悉，本届红蟳节将
至10月30日结束。

一次红蟳带货直播为红蟳销售
拓路，两场爱情文化旅游活动让你
在红蟳季收获爱情，三条琅岐红蟳
旅游线路为乡村文旅赋能……本届
红蟳节以“蟳好味、蟳好礼、蟳好
玩、蟳好爱”四大主题活动展开，
致力打造红蟳季超长影响力的节庆
活动。

琅岐岛位于闽江入海口，是淡
咸水交汇处，独特的水质、水温、
盐度以及丰富的饵料，造就了琅岐
红蟳的独特风味。由于个头大、品
质优、无污染，琅岐红蟳2015年
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7
年端上厦门金砖峰会餐桌，被誉为

“金砖红蟳”。
来红蟳公社吃红蟳，已是许多

游客的最爱。近年来，随着琅岐融
入福州主城区半小时生活圈后，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选项。
傍晚时分，走进位于琅岐东部片

区的红蟳公社，一眼便能望见，主干
道两侧的红蟳养殖基地，不少游客在
其中体验红蟳养殖捕捞的过程。而捕
捞选购的红蟳还可直接拿到一旁的田
园音乐餐吧和船坞海鲜大排档加工。

“坐在鱼塘两岸的餐桌上品红
蟳，凉风习习，让人身心愉悦。”不
少游客如是感慨。

“饭后，还有不少游客往公社最东
面走，里头是一个大型蟳浪广场。”红
蟳公社社长陈虹告诉记者，超大红蟳
雕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标语地
等都是游客们常去的打卡点。

此外，本届红蟳节将举行红蟳王
评选，并推出琅岐民俗文化演艺、红
蟳集市、欢乐抽红蟳等活动。

“品船政文化、逛闽安古镇、购
琅岐‘菜篮子’基地特产，是福州马
尾全域旅游特色。”马尾区旅游事业
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红蟳公社年初
被中国投资协会农业和农村投资专业
委员会授予全国乡村振兴观摩基地，
下一步全区将积极探索以农促旅、以
旅强农、农旅相融的新路子，进一步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琅里“蟳”欢
——2021年福建琅岐第四届红蟳节举办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漆艺，人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
于喜好文物的人来说，它是河姆

渡遗址的朱漆器皿，是战国中期将青
铜器取而代之的艺术高峰，是湖南、安
徽、贵州等地相继出土的宝贵文物，其
厚重的文化底蕴不言而喻；

于熟悉它的成都人来说，“漆、秀、
竹、银、锦”，成都非遗“五朵金花”，它
是民众心中当之无愧的骄傲资本；

而于更多市井百姓来说，它是“乌
漆麻黑”里颜色的代名词，它是“如胶
似漆”里黏性的隐喻。对它的认识，也
仅此而已。

漆艺到底什么来头，怎么欣赏，它
美在何处？近日，“追梦中华·感知四
川”——侨瞧同城化2021海外华文媒
体走进成都漆器工艺厂，对我国最早
的漆艺之一——神秘的成都漆艺一探
究竟。

中国兴安盟五角枫摄影大展开幕
近日，中国兴安盟五角枫摄影大展在科右中旗五角枫旅游区开幕，

旨在展示科右中旗文旅资源，打响“枫林马镇”旅游品牌。图为蒙古族
射箭比赛。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国际风情音乐节奏响京城
日前，作为 2021 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游节分会场的“风情亮马

律动朝阳”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在亮马河夜游起点 （燕莎码头） 热力
开场。音乐节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充满活力的精彩音乐演出，为亮马
河“国际风情带”建设增添了一抹亮色。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闲时代休

片新闻图

漆器

如今如今，，在成都漆艺厂在成都漆艺厂，，已有越来越已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漆艺传承的队伍中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漆艺传承的队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