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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节的礼物季

设计者：
巧思融进“万花筒”

行李箱、保温杯、背包、抱枕、茶具、
手机壳、雨伞……当那抹统一的、漂亮的
蓝色和斑斓的条纹映入眼帘时，观众们
都会心一笑，“秒懂”它们身上独特的基
因密码——民族风。果不其然，这些文创
作品的灵感“缪斯”正是我国少数民族文
化中的代表——畲族文化。

宁德市政协委员、景宁畲族自治县
兰道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兰作掇自己
也没有想到，作为一个畲族年轻人，有一
天，他会把陪伴了祖辈世代的传统畲族
文化积淀，以生活用品的形式，融入人们
的点滴日常中，成为大众触手可及便能
感受畲族风情的美的载体。

起初，是朋友们的“鼓动”，使得身为
设计师的兰作掇有了尝试的欲望。“2018
年9月，我从北京回到福建调研，发现畲
族文创产品还停留在较为传统的阶段，
主要集中在服饰和手工艺品上，融入现
代日常生活的品类还很稀缺。”兰作掇
说，要弘扬畲族传统文化，需要有人敢于
迈出这一步。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群体中的
一员，用自己的优势，去打造真正能展现
畲族文化魅力的产品，去展示真正属于
畲族文化的力量。”从最开始只是尝试性
地迈出一小步，到2019年逐步着手，到
今年他的步子已经越迈越大，已有越来
越多的家居用品开始融入畲族文化的色
彩。“我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国23个
省市地区，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的一些
少数民族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我想，无形间，我们不仅用非遗拉近了畲
族文化和消费者美好生活的距离，也为

讲好文化故事、民族融合故事贡献了自己
的绵薄之力。”兰作掇笑着说。

参赛者、東昇造美文创机构创始人
傅川同样对此深有体会。在他看来，非
遗＋文创，是将古老的非遗技艺用符合
现代审美的产品进行活态化地呈现和传
承。而他，选择让数千年历史的大漆髹饰
与现代彩妆来一次美丽邂逅，用“漆彩”
惊艳岁月。

“我们从 2015 年便开始涉足文创领
域，一直希望用先进的理念和视野，为传统
非遗拓开一条发展新路。而前些年，故宫口
红惊艳出圈，作为彩妆文创行业中的符号
性事件，也正好为这条出路进行了验证。”
傅川说，彩妆和化妆工具，不仅代表着一种
实用功能，也诠释着一种精致的生活态度，
大漆彩妆的博物馆文创设计正是基于这样
的市场诞生。为了做出非遗区隔性，并贴近
地域文化，他们特意将馆藏的铜镜与古画

作品中提取的元素，运用大漆髹饰手绘表
现。于是，一件件融合古典与现代之美的化
妆镜、口红、梳妆梳等产品一一诞生，受到
了不少女性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目前正在探索自己的发展定位，
但无论是走大众普及路线，还是走小众轻
奢路线，我们都能看到未来光明的前景。”
傅川说，“祖先留下来的非遗技艺、传统文
化作品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我们需要把这
些珍贵的积淀‘吃透’‘弄懂’，用创新思维
讲出更多更好更现代的文化故事。”

主办方：
文化碰撞“新美学”

当看着一件件既富有个性、时代气息，
又具有民族特点、非遗积淀的文创产品入
围时，作为主办方，福州市群众艺术馆馆
长、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池小霞很是感动。
“我们举办这次大赛的初衷正是传承保

护传统文化，希望通过生动呈现非遗基因密
码和独特魅力，来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人们现实生活相融
相通，形成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化元素，进一步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池小霞说。

在活动中，她不仅惊喜地看到了这种自
然的交融，也观察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传承
者在理念与呈现形式的碰撞。

“例如老手艺人和千禧一代，他们的作品
都围绕着传统文化这个核心基础，但不同的
是两代人基于各自生活状态和创作环境，形
成了世代不同、风格各异的审美趣味。老匠人
侧重于传统手艺的表达，更多考虑契合非遗
自身特色、文化底蕴的制作工艺与宣传方式；
年轻人更加追求非遗现代性表达、当代性热
点，融入现代审美和设计，尝试‘文化IP’的
创造与实用功能的体现，善于开发传播推广
路径。”对于这样的碰撞与交融，她乐见其成，
她期许非遗各门类、各项目碰撞出新，可以寻
求传统工艺品文化内涵与现代表达形式平衡
融合的突破口。

更多的“赛后效应”同样被挖掘和重视。
“赛事积累了有益经验，为建立优秀文化

遗产保护推广标准规范进行了尝试，同时搭
建了平台，为文艺产业从业人员等提供了培
训与文化交流、经验共享的机会。”池小霞说，

“前不久，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召
开，也鼓励我们运用手艺新生等艺术表达方
式与新技术、新手段，充分让传统文化更贴近
生活、贴近老百姓。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厚植非
遗传承发展的创新生态，引导大众逐步向关
注艺术审美、文化传承等更深层次发展，市民
群众能够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我们会讲好
福州故事，在文化工作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赛事虽歇，脚步不止。

美好非遗 “邂逅”生活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当冬至遇上暖阳
天，整个重庆城便弥漫开了“喜洋洋”的气氛：吃“羊”肉、
晒太“阳”，让这一天的市井生活充满欢乐的“仪式感”。

“冬至来进补，上山打老虎。”12月 21日上午10
点刚过，市民老李就给老字号“山城羊肉馆”打去电
话，想预订中午的餐位。作为一名“老重庆”，冬至日
吃羊肉已经是家里延续多年的习惯。

“您还是现场来排队吧！现在过来，估摸着能排上
中午12点开餐后的第一拨……”电话那头答复。这家
起源于1937年的山城老字号，一直是不少重庆人心
目中“永远的神”：粉蒸羊肉、羊肉汤锅、羊肉米线、红
烧羊排……蒸、炒、煎、炸、烤，一应俱全，是绝对“巴
适”地道的重庆美食。冬至这天，就餐“形势”自然相
当“严峻”。

11点刚过，老李心甘情愿地加入羊肉馆门前等
待就餐的长队里。“冬至这天，你放眼全重庆，哪一
家羊肉馆又不‘打挤’呢！”他调侃道。

的确，在冬至这天来一顿热气腾腾的“暖羊羊”大
餐，早已成为重庆人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习俗。除了
主城老字号，各区县的羊肉美食也如百花争艳，各具
特色：荣昌的羊肉汤锅、武隆的碗碗羊肉、万州的羊
肉格格……“老重庆”们开玩笑说，冬至不吃羊肉，就
感觉这一天过得不“热火”不完整。

冬至的灿烂阳光，催化着大快朵颐的好心情，也
温暖着重庆人的休闲生活。

“老板儿！泡一碗老荫茶！”依山傍水的山城巷传
统风貌区里，愉快的“下午茶”时间开始了。刚刚饱餐
了冬至羊肉的“老重庆”们纷纷呼朋唤友、扶老携幼，
前来这里晒太阳、喝“坝坝茶”，在老街老巷中享受慢
生活，回味旧时光。

山城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据说1900
年有法国传教士在此巷坡上立杆点灯为路人照明，
由此而名天灯巷、天灯街，后更名为山城巷，如今已
慢慢蝶变成集“最美步道”“临崖体验”“大美江景”

“老街文化”为一体的重庆文旅新名片。
而对于重庆人来说，这里既是“天上的街市”，也

有人间的烟火。最暖心惬意的事，无外乎在这样一个
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往“山城坝坝”那吱嘎作响的
竹椅上一躺，泡上一碗最醇厚的老荫茶、老沱茶，就
着一份杂糖小吃开心地摆起“龙门阵”；或在旁边老
巷子转角处的小食摊打包一份童年美食“熨斗糕”

“三角粑”，看孩子们在坝子里嬉笑玩闹，让思绪尽情
飘飞，穿越回纯真年代……

冬日负暄，人间向暖。虽然吃羊肉和晒太阳不再
是冬至的“专利”，但人们仍然喜欢用过节般的“仪式
感”来充实和欢度这个重要的节气。当身心暖起来，
当脚步慢下来，未来不远处的春天已悄然在眉间心
上萌发了新芽。

冬至山城“喜洋洋”
凌云

前几天逛花卉市场，走到一个专卖兰花的店铺，就
再也挪不动步子。一盆盆造型各异的兰花，散发着清雅
的香气，瞬间将我的记忆带回了家乡的冬天。

在我的家乡湖北黄石山区，人们管兰花叫作兰草
花。儿时，每到冬至时节，孩子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
是三五成群，进山寻宝。所谓寻宝，其实是挖冬笋，如果
能顺便挖到兰草花，那便是意外收获了。冬笋长在地
下，挖起来既有技术讲究也有运气成分，很是不易。而
兰草花也通常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林荫处。于是，无
论是挖到冬笋还是寻得兰草花，必然引得同伴艳羡，欢
声笑语瞬间打破山林的寂静。

相比冬笋，我更期待找到兰草花。然而我从小在外
上学，上山经验不足，每每凑热闹寻宝，也大多空手而
回。看到隔壁的小伙伴挖到兰草花，我只有垂涎的份
儿。小伙伴把兰草花栽在院子里，引得我常常去她家院
子里玩。临近春节，兰草花萌出了花枝，高高耸起，一个
个花苞像毛笔头似的傲立着。虽然还没有开花，但淡淡
的香气已经让我流连，我去她家院子更勤了。

随着我慢慢长大，远离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兰草
花的念想也逐渐远去。直到那年我在北京买了房子，暑
假期间，父亲从老家来看望我，行李中满满的几十株兰
草花，是他托人专门去老家山上挖的，说是老家已少有
人上山，山上林深叶茂不易进出，他是花了大价钱才请
人去挖、按株买来的。不知父亲是悄悄记下了我童年的
艳羡，还是他也认为兰草花是家乡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总之，我喜出望外，将兰草花一株株种在花盆里，摆在
新房的阳台上。从南到北，我担心兰草花不适应，便小
心翼翼地呵护它们，满怀期待地等着它们开花。仿佛那
朵花，是一个久远的梦想。

第一年冬天，兰草花一花不发。不开花的兰草花，
像极了草的模样。好多次，我甚至以为是挖的人认错
了。第二年，我渐渐没有了往日的精心，不知道是照顾
不周，还是不适应气候，兰草花死掉了一半。出乎意料
的是，那年春节前，兰草花竟悄悄开了一朵。如果不是
因为那魂牵梦绕的香气，我竟没有发觉。那日，我正在
阳台收拾衣服，突然闻到一股清幽的香气。是它！我猛
地意识到，便放下手中衣服，一个个花盆查看，终于在
一个花盆中找到一个已经张开的骨朵。凑近闻时，我忍
不住闭上了眼睛，那股清香袭来时，伴随着一股家乡的
气息。于是，我日日顾盼，就等着那骨朵张开三片花瓣，
像绽放一张美丽的笑脸。它的容颜，加上它的味道，哪
怕只一朵，也如同开出了一个春天。

第三年冬天，父亲生病，我在老家陪伴他最后的日
子。家乡的岁月安静平常得像假的一样，我感到父亲连
同家乡从来没有这么近，又仿佛这亲近正一天天走远。
父亲离世之后，我离开家乡，如梦一场。返回北京时，因
为无人照料，所有的兰草花都已干枯死去，然而，我发
现在枯叶中，却有数十朵开败的兰花。我想，在父亲病
重离世的时候，它们一定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去安慰
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牵挂。

后来，我再也没有养过兰草花。然而，多年过去，我
站在这个专卖兰花的店铺门口，再也挪不动步子。我看
到其中的一个品种，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就像家乡和
父亲，让异乡的冬天变得温暖。我把它抱回了家，等待
着它又一次开放。

兰花寄冬思
纪娟丽

当非遗遇上文创，当古老碰撞现代，它们之间会迸发出怎样的火
花，这样的火花又会带给生活怎样的改变？

近日，2021“让创意更榕意”闽都非遗文创大赛在福州市非遗展
示馆举行现场评审会，经过 36 天作品征集、5 天网络投票，最终入围
的 30 个文创作品的设计者登台“路演”，掀起了整场赛事的高潮。作
品背后的故事与初衷、赛事举办的背景与历程，被设计者和主办方负
责人一一讲起，他们的讲述，似乎无形间已给出问题的答案。

大熊猫为什么是国宝？听到这个问
题，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因为它是珍稀动
物。但是在四川省侨联2021海外侨领研
修班参与的实地教学中，通过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副处长王伦的讲解，学员们
才明白，还因为大熊猫的生活习性蕴含的
意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近日，四川省侨联2021海外侨领研修
班圆满结业。为期5天的研修，在四川省中
华文化学院的主课堂上，学员们接受了诸
多传统文化的熏陶；走出校园，在实地教
学中，又感知和学习了太多的中华文化。
听学，是为了更好地去讲。学员们纷纷表
示收获满满，以后不仅要邀请住在国的朋
友们来中国旅游、参访，也要把学到的内
容更广泛地传播。

“从道家来看，大熊猫外形上黑色和
白色所占面积几乎完全一样，两者界线分
明，既对立又统一，没有一个颜色走向极
端，天生巧合地体现了阴阳学说对立统
一、相互转化的内涵。从儒家来看，大熊
猫不主动攻击其他弱小动物，与诸多物种
和谐相处，不争不抢，颇有大家风范。同
时，成年的大熊猫自身强大，在野外没有
天敌，但不欺负其他若小动物，象征着和平、和睦、和谐
……”随着王伦的讲解，学员们忍不住再去细细观察身边的大
熊猫，几位侨领忍不住笑着说，“越看越喜欢！我们也知道
了，怎样更全面地对外国朋友介绍我们的国宝！”

这两年，三星堆在国内成为“网红”，生活在海外的侨领也
都有所耳闻。当现场看到珍贵文物的那一刻，大家还是深受震
撼，不自觉地屏声静气起来。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在三星堆博
物馆的礼堂中，考古专家、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为学员
现场教学！

雷雨以生动幽默的言语，图文并茂地围绕“三星堆的考古
历程”和“近年来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展开讲解，在为大家
掀起三星堆神秘面纱的同时，又更深一步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
到更加广袤、辉煌的古代巴蜀文明中。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雷雨老师的讲座，没想到这次能在
现场听他讲三星堆文化！太震撼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值
得每一位中华儿女骄傲！”加拿大华人工商协会秘书长朱晓森
说，“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通过这些文化读懂我们中国！”

所谓“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到四川，不去都江
堰，那一定是有遗憾的。研修期间，四川省侨联组织学员到世
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参观学习。

经历了两千年的岁月沧桑，碧绿的岷江水依然宁静温婉，
从群山之中蜿蜒而来，经鱼嘴分流，过飞沙堰，再进宝瓶口，
汩汩不停地去滋养着成都平原，润泽着天府之国的世世代代。
这一场景，感动着远道而来的游子。

“两千年过去了，都江堰还在发挥着作用。”从事工程行业的
柬埔寨川渝总商会会长蒲强感慨不已。“我们的祖先太了不起了！
中华民族古人的智慧，利国利民的理念，值得后人好好学习！”

课堂内外，社交平台上，侨领们交流和分享着他们在四川
的所见所闻。担任班长的美国华人营建工会会长姜晓东说：“要
把这些精彩的见闻分享给更多的外国朋友！讲好中国故事，我
们责无旁贷。中华文化这个重要支点，我们一定要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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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5个“00后”
女生，凭借着京剧戏腔的短视频歌曲，连续登上抖音、微
博等热搜榜。她们把京剧唱腔融入现代音乐，将歌曲演
绎得耳目一新，让人听来如沐春风。

一曲《探窗》，在短视频平台上播放总量就超过
5000万，点赞量超过250万。目前，她们的京剧相关视
频累计点赞量已突破2000万。因都住在“416宿舍”，被
网友称为“上戏416女团”。

“上戏416女团”成员的老旦边靖婷表示，最有成就
感的，就是自己的视频能够激发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对京
剧的兴趣。

程派青衣杨淅则说，很多粉丝看了视频后，主动去
搜索京剧，知道了很多京剧名家，发掘出新的爱好，并成
为票友；“很多粉丝看了视频表示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京
剧，但我建议一定要先带孩子进剧院看戏、了解京剧。”

梅派青衣朱佳音说：“就像我爷爷带我去看戏一样，
我小时候就是觉得京剧嗓音很亮很好听，台上扮相也很
好看，就喜欢上了京剧。自己想学，再苦再累也能坚持！”

“上戏416女团”的走红，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艺术
在当代的生命力。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滋养了传统艺术
勃兴的土壤，身着汉服的年轻人经常出现在景区、博物
馆，古风音乐蔚然成风，“国潮”品牌受到追捧……随着
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同和喜爱，已经成为当下显著的社会现象。

《2021抖音非遗戏剧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
11月，抖音非遗戏剧视频累计播放600亿次；过去一年，非
遗戏剧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1倍；

“90后”“00后”年轻人成
为听戏主力，占
总 观 众 的
52%。

这些数据，正是京剧等传统艺术走向当代、走向年轻
人的有力注脚。非遗戏剧在短视频平台受热捧的同时，戏
剧跨界也应运而生。报告显示，在统计的非遗戏剧视频中，
戏剧和国风歌曲、变装、漫画、说唱、书法经常混搭。借着传
统文化热的东风，“上戏416女团”的“出圈”也水到渠成。

其实，过去几年中国的京剧市场并不活跃。《中国统计
年鉴2018》的数据显示，当年京剧国内演出共3.1万场，观
众1854万人次，收入合计19.3434亿元，其中包含财政拨
款14.8431亿元，也就是说，纯市场化票房收入只有4.5亿
元，除以观众人次，平均票价仅为24.3元。

经典艺术有着穿越时空的感染力，也有着历久弥
新的生命力，在几百、上千年的流转中，传统艺术以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学积淀打动了无数人。然而艺术的传
承不是一味地复古守旧，传统艺术也需要当代表达。在
坚守艺术本体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审美和价值，才能推
动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京剧市场的繁荣，必然需要兴趣群体的扩大。”上
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上海市戏曲文化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亓季松对学生们的创新还是很支
持的。他说，希望通过她们的这些作品，能够激发更多的
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对于京剧艺术的期待或者向往，
成为潜在的京剧艺术的受众，并最终让网友和观众能够
回归到传统京剧艺术的舞台现场，来传承、支持京剧艺
术和文化。“从这个角度，我是非常欣赏她们这种勇气
的，敢于对新鲜事物跨界文化进行尝试。所谓守正创新，
就是在培养学生对于传统京剧艺术的传承过程中，也鼓

励他们在有效的范围之内进行创新。”
此次“上戏416女团”以跨界的方

式，将京剧与国风歌曲混搭，带
动京剧艺术走红网络，也再

次证明了传统艺术并
非曲高和寡，一旦遇

到大众喜爱的表
现形式，就能
碰 撞 出 新
的火花。

当短视频遇上老戏曲，“出圈”背后是传承
刘圆圆 顾梦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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