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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全长 2700 多公里，从北到南流经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

江 8 个省、直辖市。在“大运河非遗名片”网

络评选活动中，347 个非遗项目在钱江晚报

小时新闻客户端上接受网友投票。6月初，结

合网络投票数据和专家意见，我们评选出 50

个非遗项目“大运河非遗名片”。从项目分类

上看，上榜“大运河非遗名片”的传统技艺、传

统美术、传统医药活化程度较高；而民间文

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民俗等类

别项目亟待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关注”。

在非遗保护专家看来，非遗项目产业化

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刘朝晖就表示，

非遗活态传承是指非遗能够通过社区生活实

践，使该项目实现相关的产业价值，但不是所

有运河非遗项目都适合采取生产性方式保

护。如传统曲艺、民俗表演、游艺杂技等，更

需要慎重对待它的产业化。“对于它们而言，

比起产业化，更重要的是探索、运用、结合新

兴数字技术。”

非遗产业化需慎重

潮牌纸伞

亮相巴黎设计展的余杭纸伞亮相巴黎设计展的余杭纸伞

这个端午，余杭

区瓶窑镇瓶窑老街，

余杭纸伞馆 2 楼。带

着孩子的年轻父母们

在纸伞馆二楼近距离

围观伞制作技艺。截

至发稿前，该馆总人

流量已近500人次。

今年 6 月，2022

中国大运河非遗旅游

大会、第十四届浙江·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杭州工艺周）

将在线上线下同步举

办。在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指

导下，钱江晚报·小时

新闻启动“大运河非

遗名片”网络评选活

动。为期 7 天的投票

中，省级非遗项目余

杭纸伞制作技艺位列

“传统技艺”投票第五

名。

一柄古老纸伞，

为何在网络上有这么

高的人气？

本报记者 杨希林/文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去得了巴黎、米兰 进得了故宫
90后把百年纸伞做出时代感

走进余杭纸伞馆，一把把悬挂在半空中、直径约 2

米、颜色深浅不一的古法纸伞，一下子吸引了本报记者

注意。阳光下的余杭纸伞，伞面薄如蝉翼、接近透明；

但用手去戳一戳伞面和伞骨，又和平常使用的雨伞没

啥差别。

“很多人都疑惑，一层纸、一柄细竹是怎么挡风挡

雨的。其实我们早就将余杭纸伞的原材料做了改良，

将传统纸伞伞面的桃花纸换成软硬适中的手工皮纸，

再层层叠糊、压实，让纸伞能达到1000次开合（普通晴

雨伞开合约 300 次）；伞骨我们选用压缩竹或黑桃木，

前者年轻女孩拎起来也不费劲。”刘伟学随手拿了一把

向记者展示，手腕一转动，纯色、古朴的余杭纸伞像一

朵徐徐展开的栀子花。

1990年生的刘伟学是余杭纸伞技艺传承人，也是

“纸伞之家”工作室创始人。做余杭纸伞，既是刘伟学

的梦想也是“家学”。“我爷爷 2006 年召集了余杭当地

的老师傅做古法纸伞，一年做百来把，但在市场冲击

下，纸伞根本卖不过洋气又轻巧的钢骨洋伞。”

2015 年，从杭州师范大学设计系毕业后，刘伟学

选择回家创业。“‘老底子’没市场是因为我们没找到年

轻人喜欢的设计力量。把老工艺装上新花样，相信感

兴趣的消费者一定买单。”

实用、好看、精致是刘伟学的三个标准。除了提高

纸伞质量外，刘伟学还选择和年轻设计师合作。2015

年，“纸伞之家”工作室联合设计师共同制作的一把直

径长达 3 米的户外伞惊艳亮相巴黎 M&O 时尚家居设

计展；2016年，刘伟学以余杭纸伞工艺为基，设计的一

把名为“米蓝”的油纸伞在米兰设计周展出；2022 年

初，余杭纸伞亮相《国家宝藏·展演季》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的衍生联展⋯⋯余杭纸伞走上了国际化道路。

登上巴黎、米兰设计展

一把纸伞近千元，村民增收好帮手

90后想把余杭纸伞
搬上数字藏品平台

潮牌纸伞卖千元
粉丝顺带消费土特产、农家乐

做好产品后就是面对市场。2017年，刘

伟学和团队里的年轻人开设了“纸伞之家”线

上旗舰店。店铺上线当年就获得了“淘宝造

物神铺”称号；截至发稿前，该淘宝店一款限

售30把、售价999元的潮牌纸伞已售罄。

“我们的工坊至今也只有4位师傅，一年

最多产量 1000 把，但一把伞能卖到 300 元~

600元。”刘伟学告诉记者，除了线上散客，工

坊目前还接单小规模企业定制服务。一笔

100 把纸伞的订单，自家工坊就要做 1 个多

月。“虽然辛苦，但 4 位即将退休的师傅月收

入都在3500元左右，家门口就能赚钱。”

余 杭 纸 伞 还 带 动 了 周 边 村 民 致 富 。

2021 年以来，刘伟学设立研学活动，自发涌

入的粉丝，也让工坊周边卖土特产、做农家乐

的瓶窑镇塘埠村村民成功增收。“疫情后工坊

还带动了村民做乡村旅游。对于做大做强

‘余杭纸伞’这张省级非遗金名片，我们有信

心。”

“大运河非遗名片”网络评选活动再次验

证了余杭纸伞的人气。不过作为传承人，刘

伟学还面临着两重烦恼：一是余杭纸伞有 70

余道工艺，其中最关键的一道“做伞骨”，工坊

里还没年轻人学会；二是当下非遗数字化、网

络化是热潮，但如何将余杭纸伞“搬上”数字

藏品平台，对工坊还是个难题。

“非遗不是一家一户的力量，只要你对余

杭纸伞这项制作技艺有想法、有信心，欢迎

来找我们合作。”通过钱江晚报，刘伟学也想

呼吁更多想来乡村创业的年轻人做他的伙

伴，“大运河沿线非遗的力量很大，让我们一

起把它挖掘出来。”

师傅在做余杭纸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