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传统工艺的保护，我们现在走得很远，保护

起来集中展示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我们

将它们纳入到了生活中。传统工艺，只有活在生

活中，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什么是活在生活中？并不是说完整地将这项

技艺保留下来就可以了，那样它只能是“死物”，而

不是“活着”，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没落到最后进入

博物馆。比如箍桶匠、补碗匠这样的一些行当，在

物质不富裕时期很有用，现在则渐渐消逝。

那么怎么活在生活中？固步自封肯定是走不

通的。

钱江晚报记者曾经长期跟踪报道过杭州一家

专门生产旗袍等传统服饰的小工厂，记者发现这

家厂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厂区越搬越远，产量越来

越萎缩。产品质量是没得说，工人的技艺也精湛，

光是旗袍上的一枚盘扣，都能拿出来当作传统服

饰制作范本，可是为什么影响扩不大？

在电商起步时期，记者曾经劝说工厂主把店

开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这样精美的旗

袍；也曾给厂家支招去了解年轻的汉服爱好者需

求，与当下的汉服热挂钩。如果这其中能做成一

样，对工厂与消费者来说都是件十分好的事情。

因为许多汉服爱好者愁的是如今的汉服界精品

少、靠谱的传统手艺少。

创新，才是最关键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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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因为创新而

逐渐“复活”，这也是很多手工艺人走红的原因。

为什么李子柒是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手工艺

人在“油管”上流量最高的？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模

仿李子柒视频的越南妹子，网上流量也不低。

因为她的服饰、屋子、环境，都是人们希望的

美丽乡村风光，她展示的是美好的生活，而不是以

前农村曾经有过的脏乱差。

十七八年前，钱江晚报记者去温州泽雅采访

屏纸。它是一种用古老的手工技法制作的纸张，可

用于书画，也可用于食品包装。同学们可能不知

道，在生活用品不富裕的年代，人们走亲访友时会

提着一些南北干果，比如桂圆干、红枣之类做礼物，

这些东西就是用诸如屏纸这样的东西包裹的。

而随着时代发展、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当记

者去采访时，屏纸已没落了，除了一些书画上的需

求，生活中已经不需要屏纸的存在。年轻人宁愿

外出打工也不愿去学这门看上去没什么前途的手

艺，会这项手艺的匠人日渐稀少。当地文化部门和

行业人员十分可惜和痛心，但也没有什么好法子。

而相对的，让记者印象深刻的却是，这个生产

屏纸的村庄四处可见成片的塑料垃圾，特别是塑

料包装袋。白茫茫的场景仿佛就在预示着，屏纸

的没落与消逝。

没想到的是，几年后，当屏纸再度出现在记者

耳边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高级旅游纪念品以及

高级的书画纸张。一切的改变源于那儿的新农村

建设，村庄的环境得到了整治，垃圾分类了，村舍

改建了，因为毗邻楠溪江，旅游得到了开发，当地

特色非遗屏纸自然得到了旅游者的青睐，屏纸的

设计和包装自然也洋气、现代了，一下子抓住了游

客的心。有前景，这门古老的手艺自然就会有年

轻人去学，自然就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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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走红的临安竹编手艺人潘云峰

说，开始时他只懂得把自己做的事拍给

大家看，不懂竹编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干

嘛，做抖音 3 个月只收获了 5000 个粉

丝。有一天，他上传了一个视频，完整展

示了做一把竹锅刷的过程。那天忽然有

了 80 万的点击量，粉丝增加了五六万。

他才明白大家要看的是与生活有关的，

与自己有关的物品制作。于是，他做的

东西越来越与现代生活相关，比如手机

架、iPad 架，一段竹子在他的手中慢慢变

成了大家能够理解的物品。

如今，潘云峰不仅打开了自己作品

的销路，也帮助当地的竹编同行一起销

售。中国网友称赞他的竹制品是“触动

人心”的艺术品，外国网友则称赞他的手

艺是“古老神秘的中国力量”。潘云峰说

没想到，快被淘汰的老手艺能够得到这

么大的关注，竹编的非遗价值被越来越

多的人看见。

像这样的例子在浙江有很多。若干

年前，人们还在为怎么去保护和发扬非

遗发愁，而当人们忽然发现传统文化与

现代相结合，竟然能够焕发出强大生命

力的时候，这种担心就不翼而飞了。

海宁的皮影戏一度面临失传的危

险，当年的皮影戏团只剩下都是70多岁老

人的三人戏班。老人们在接受采访时喟

叹：“我们这些人，晚上脱下鞋子，都不知

道第二天能不能穿上啰。”不过这些年过

去，海宁皮影戏并没有成为书上记载的名

词，而是慢慢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因为

它走进了当地校园。

在盐官镇的千年古镇风情街上，出

现了海宁皮影戏博物馆，同学们去玩，可

以看到戏班演出，那些演员都很年轻，也

可以看到展示的皮影戏道具。在当地小

学，还有了皮影戏课这样的教学内容，很

多孩子都会用灵活的手指掌控着小竹

竿，让皮影小人儿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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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楠溪江旅游开发的同时，当

地很多传统的、古老的东西都焕发了新

的生机。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

年轻人的加入和改变。

有家淘宝小店，是一对年轻夫妻大

学毕业后回乡开的，介绍的就是自己家

乡的风味。参观他们的淘宝小店，显示

的是那种把乡土特色融进商业与生活的

文艺范。这个店的土特产，包装好看，乡

味地道，虽然贵但受欢迎。

创新及现代工艺对传统手工业的影

响和发展是不可言喻的。

同学们去杭州都锦生织锦博物馆参

观，会在馆内看到一架巨大的手拉脚踏

织锦机，旁边一位退休的老工人会为来

参观的人们演示这架机子的工作原理。

成百种配色丝线，全要靠人工这样脚踩

提拉进行组合最后织成锦锻。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架机器还

在都锦生丝织厂“服役”，如今它早已“退

役”，只能作为展示品告诉后来人，当年

人们是用什么样的机子织出世界闻名的

杭州织锦的。现代化全自动、智能织锦

机早已替代了古老的机器，织出来的锦

锻不仅用时短，花纹和色彩也更丰富绚

丽。这就是科技和工业进步对传统工艺

的促进。

而怎么去创新？正是这个时代赋予

同学们的未来的任务，其实现在同学们

接触的很多课程，就已经体现了这种传

承的意味。

比如杭州有85所中小学开设了木工

课，向老匠人学习木工手艺。有位做了

40 多年木匠活的老木工，非常想把一身

手艺传下去，自告奋勇要求进校当木工

老师，给中小学生们上课。这就是一种

传承。

去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参观，同学

们会看到许多工艺美术大师在现场进行

创作。曾被列入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杭

绣，也展示其中。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

师陈水琴常在现场制作绣品，作为非遗

传承人，她招收弟子的要求很严格，不过

有个共同点是，都很年轻。绣者年轻，杭

绣才年轻，才能传承来自陈水琴的对刺

绣的创新和发展。她与弟子一起，研发

了一种可以展现油画效果的华彩绣。

早在十多年前，陈水琴便与其他杭

绣大师一起，在年轻人甚至孩子中间培

养杭绣爱好者。杭州市留下小学开设了

刺绣兴趣班，陈水琴和弟子们会定期去

给小朋友们上课，教授一些刺绣的基本

技法。

传统文化离我们很近，传承也在我

们这一代，文化自信的体现不仅在作文

里，更在生活与实践中。

郭闻

天下事

一点就透
扫码留言

请记者去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