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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也属于子孙万代。”6 月 11 日是我国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近年来，我国切实加大文物保护

力度，推进非遗活化利用。无论是文物节目刷屏网络，还是非遗好物圈粉年轻人；无论是老手艺

跨界创新，还是非遗走进学校课堂……如今文化遗产日益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拥抱更

广阔的未来。

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化遗产领域的生动实践，在代代守护和与时俱进中感受生机活力，

坚定文化自信。

——编 者

双手拿起雕刀和剪子，经过揉捏、蒸煮、上色、

造型等数十道工序后，镜头一切，一个个栩栩如生

的卡通形象点心就出现在了碗碟上……今年 71 岁

的董嘉荣是苏式船点的“头牌”，曾代表中国在国际

大赛上夺得金奖。然而，十几年前一次病后，他的

手就一直抖动得厉害，再也没有做过船点。 4 年

前，董嘉荣获邀参加江苏苏州首部以非遗为题材的

纪录电影《天工苏作》的摄制，他高兴得一宿未眠，

重新拾起老手艺。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非遗处处长李红介

绍，2014 年，苏州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

市网络”，成为全球“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以

此为契机，苏州市文旅局与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合

作，推出了纪录电影《天工苏作》。90 分钟里，苏式

船点、宋锦、核雕、灯彩、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等 9
项苏州传统工艺先后登场，12 位身怀绝技的苏作

传承人变身银幕“主角”，展现美轮美奂的非遗盛

宴。首映以来，《天工苏作》已在全国 56 座城市轮

番上映。不久后，影片还将登陆纽约、多伦多、悉尼

等全球多地的主流院线。

古老的非遗艺术与现代的光影技术，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对电影里的非遗传承人来说，这不仅是一次难

忘的“触电”之旅，更坚定了他们对非遗发展传承的

信心。

用的是上好的江浙丝绸，扎的是园林亭台楼

阁，画的是吴门水墨丹青，一排排蕴含着丰富历史

文化的苏灯将夜晚装扮得五彩斑斓。电影镜头里，

年近耄耋的苏州灯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

筱文沉浸在自己打造的缤纷世界中。但银幕以外，

这个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一度濒危。汪筱文回忆，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苏州灯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此前，整个苏州能制作高水准灯彩的只有寥

寥数人。不过，随着《天工苏作》的上映，有不少年

轻人慕名而来，附近的中小学也邀请他去讲课。如

今，汪筱文每个星期的固定讲课就有 28 节。

而对于观众来说，《天工苏作》如同一座非遗展

馆，在桨声灯影间讲述着一个个温馨动人的苏州非

遗故事。“看完以后想去苏州学手艺，电影能让更多

年轻人热爱非遗。”一名观众兴奋地说。

电影《天工苏作》展现非遗魅力

光影述说千年匠心
本报记者 王伟健

一把磨得发亮的木梭子，穿过上下两排棉纱，

左手握住机杼往怀里用力一拉，发出清脆的撞击

声，“噌”地一下，右手的梭子已从棉线之间准确无

误地飞到左手，再拉住机杼往怀里一送，又是两声

清脆的撞击声。经纬交错间，一块纹路清晰的布匹

逐渐成型。枣阳粗布制作技艺传承人王义林已 95
岁，可一坐到织布机前，手上动作仍让人眼花缭乱。

枣阳粗布制作技艺是流传在湖北枣阳及周边

地区的传统土布纺织技艺，2021 年 5 月被列入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枣阳

粗布用当地优质棉花为原材料，采用木质脚踏织布

机纺织，经过轧花、弹花、搓棉条、纺线、牵经、穿扣、

穿纵、织布、染布等 17 道工序手工制作而成，色彩

饱满艳丽，图案简洁明快，风格质朴豪放。

耳濡目染下，老人的儿子刘大友和儿媳张其华

成为枣阳粗布制作技艺的“守艺人”。夫妻俩在武

汉创办了“百布堂”品牌，将传统非遗技艺传承发展

为现代纺织品牌，并先后在武汉、枣阳等地建立了

8 个非遗传习所、工作室。每年面向社会免费培

训、传授纺织技艺，还与妇联联合建立了创业培训

基地，为妇女提供劳动就业机会。

要传承更要创新，张其华提出“老布新做”的

研发理念。百布堂和武汉纺织大学、湖北工业大

学、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枣阳

粗布制作与现代科 技 相 结 合 ，创 新 设 计 、花 色 和

款 式 ，改 良 织 布 方 式 ，使 非 遗 技 艺 融 入 现 代 生

活。不久前的湖北省首届非遗时装秀活动中，由

百布堂制作的 17 套枣阳粗布非遗时装，以其独特

的制作工艺、非遗元素与现代服饰的巧妙融合，令

现场观众赞叹不已。

枣阳粗布是纺织品，棉花是其创作的源头。今

年，百布堂还与湖北省农科院合作，联合研发培育

彩棉，进一步创新产品。目前，在湖北省农科院的

试验田里有 26.7 亩的彩棉试种。明年，百布堂计划

把彩棉种植项目投入适合的乡村，为乡村经济发展

出一份力。

枣阳粗布制作技艺融入当下服饰设计

老布织出现代新意
本报记者 李 霞

创始时间为轴、地点星罗棋布，非遗项目被一

一详细标注……在天津市五大道民园广场北楼西

区二层，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闹中取静，

营造出动静有致的非遗天地。

“这 3 尊铜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 3 位奠基人：

狗不理包子制作技艺创始人高贵友先生、老美华手

工制鞋技艺创始人庞鹤年先生和中国古典戏法传

人王殿英先生……”走进展馆，积淀深厚的非遗文

化扑面而来。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负责

人柳芊介绍，展馆分为“津味”“医道”“百戏”“工巧”

4 个部分，囊括了和平区所有非遗项目。

“车窗处滚动播放的影片由百余张真实历史照

片拼接而成，置身车厢，感受穿越时空的非遗……”

伴随着清脆的车铃声，登上有着百年历史的“非遗

牌”有轨电车，以显示屏作为窗户玻璃，上世纪 20
年代繁华喧闹的老天津街景一幕幕闪过，百货大

楼、劝业场等多家天津老字号原汁原味呈现在眼

前，津味吆喝声余韵悠长。

在展览馆非遗“互动区”，观众可以通过 AR（增

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沉浸式体验非遗

魅力。“展览以组合图板、实物展陈、视频播放、活态演

示嵌入等方式和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声光电等表现形

式，让观众感受到非遗之美。”和平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李康说，每个人都是非遗的践行者和传承者，观

众认真的脸庞会让非遗重焕光彩。

非遗传承是重要一环。展览馆不定期举行非

遗传承活动，孩子们会围坐一堂，听刘氏雕刻镶嵌

工艺鸟笼、北方印纽雕刻技艺、手工内活球玻璃瓶

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传承人，讲述非遗故事。选取

部分非遗项目，鼓励大学生结合非遗元素、时代趋

势大胆创新，把大赛产品推向市场；学生们与非遗

项目传承人一对一深入交流学习，激发奇思妙想

……非遗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近期我们将开展‘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培

育小小传承人等系列活动，比如邀请市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合真传统手工制香传承人宗兆睿现场制作

线香、传授非遗技艺等，让大家拉近与非遗的距

离。”柳芊说。

天津和平区非遗展览馆创新展陈方式

科技赋彩古韵非遗
本报记者 武少民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讲好当代文物保

护故事能有效唤起文化记忆与精神力量，同时促进全球范围内

人类文明的互鉴共进。近年来，我国在活化文化遗产、推动人民

共享的文保实践上获得了长足发展，涌现了不少新举措和好经

验，良渚古城保护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2019 年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近年来，良渚古城遗址充分统筹文物保护、传承与

利用的关系，通过人民性的价值体现、创新型的媒介赋能与国际

传播交流实践，讲好新时代文物保护故事。

在讲好当代文物保护故事的主体上，需要人民性的价值体

现让文物“火”起来。文物保护的成果应惠及人民群众，这不仅

是从文保工作本身的职能出发，也是更好处理历史与当下、文物

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必由之路。浙江杭州市及其下属的余杭

区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补偿因文物保护而受到损失的个人

和组织，并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和民生事业改善，增强遗产区原住

民的获得感。在遗产区外，通过梦栖小镇、良渚文化村、美丽洲

公园 3 个特色园区，让居民共享文化资源。以良渚博物院为核

心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一直人气火爆，文化的种子在络绎不绝

的参观者中播撒传承。

在讲好当代文物保护故事的形式上，需要创新型的媒介赋

能让文物“活”起来。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利用媒

介赋能推动文物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讲好新

时代文物保护故事十分重要。良渚古城遗址充分挖掘文物内

涵，探索跨界融合，开拓“文物+旅游”“文物+文创”“文物+教

育”等新业态。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开

展“云展览”“慢直播”，提供考古流程体验，还将良渚文明植入热

门的手游场景。通过呈现可视化、传播互动化、体验沉浸化、共

享便捷化、消费多元化等优势，文化遗产得以永葆活力。

在讲好当代文物保护故事的渠道上，需要通过国际传播交

流的实践让文物“走”起来。历史文化遗产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良渚文明的纪

录片在近 20 个国家的主流媒体播出，多语种解读良渚文明的短

视频《良渚微讲坛》也在网络引发热议，海外总覆盖人数近 2
亿。此外，良渚还在推进“良渚与世界”活动，展开世界遗产保护

管理的国际对谈，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贡献中国经验。

这些实践，在世界舞台上搭建起文明对话的桥梁，为文物保护故

事的传播注入新活力。

站在历史新征程的起点上，讲好人民共享的文物保护故事

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非常重要。推动文物资源与媒介资源

深度融合，使文物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人民，是文保人对历史

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担当显现。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

讲好人民共享的文保故事
赵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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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湖北非遗产品优惠展销季现场，工作人员在展示汉绣技艺。 伍志尊摄（新华社发）

图②：景泰蓝作品。 杜丽丽摄

图③：银花丝作品。 杜丽丽摄

图④：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学习京剧表演。 周 亮摄（影像中国）

图⑤：紫砂壶。 杜丽丽摄

图⑥：湖南邵阳白水洞村花瑶文创基地，工作人员在展示非遗文创产品。 曾 勇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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