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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缕红线，持一根绣针，在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90 后羌绣非遗传承

人张居悦驾驭着针线律动，眼前的布料上，

一朵娇艳欲滴的羊角花正渐渐绽放。

以针线为笔墨，绣出日月星辰、花鸟走

兽，或黑白对比分明，或花色斑斓如虹，配色

清爽大胆的羌绣，特点鲜明，自成一格。

张居悦记得，她第一次燃起学习羌绣的

冲动是在 2008 年。那年，羌绣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传承工作

随即开展。还在读书的她很激动，“想为传

统文化尽一份力。”

2013 年，大学毕业后的张居悦，回到家

乡理县参加了羌绣国家级传承人李兴秀举

办 的 刺 绣 培 训 班 ，成 了 学 员 中 唯 一 的 大

学生。

羌绣针法丰富，常用的就有 20 多种，纹

样更是繁复，不同羌寨各有特色。学会基本

功，张居悦又背上行囊，翻山拜访周边羌寨，

进寨便问：“哪家的孃孃手最巧？”当时，极少

有年轻人上门学习刺绣，绣娘们热情招待、

倾囊相授。学会针法后，张居悦还收集老旧

绣片，慢慢琢磨样式。

一张张泛黄的老绣片过手，张居悦掂得

出其中分量：“绣出的不仅是花纹，还是历

史、是故事。”

如何把羌绣传承好，把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张居悦一直在思考。

“如果一直藏在村寨里，羌绣就会离现

代生活越来越远。”张居悦说，羌绣主要以服

饰为载体，产品自产自用，远离市场流行的

艺术风格，传承路径也相对单一。

如何解题？张居悦想到了跨界。 2014
年，她成立理县囍悦藏羌绣专业合作社，将

传统羌绣植入更多产品：给抱枕绣上几何分

明的羌绣图案，让大山里的八瓣菊、石榴花

“开到”首饰上……订单纷至，初见成效。

步调与理念同频，张居悦决定走出巴山

蜀水，到外面的世界找灵感。

机会也由此到来。到上海与高校合作

整理、交流羌绣传统纹样时，在上海美术学

院老师的牵线下，她得到跟时装设计师创作

高级定制羌绣礼服的机会。

终于触碰到陌生又渴望的“时尚感”，张

居悦兴奋异常。她将羌绣中的图案元素绘

好，设计师设计拼接，再交由绣娘们手工绣

出成衣。“突破常规思维，让羌绣变得更惊艳

吧！”设计师这样告诉她。

这款名为“大山之托”的礼服参加了巴

黎时装周。墨色的裙摆层层展

开，犹如蜀地冷峻的大山；素线

勾勒，灯笼花、八瓣菊、野牡丹等

羌地常见的花朵沿着衣襟盛开

至肩膀。站在礼服前，感受到羌

绣审美与现代艺术的交汇，张居

悦心潮澎湃。

抓住闪现的灵光，跨界产品

越发丰富。玫瑰、富贵竹等寓意

丰富的元素融入传统羌绣纹样，

再以精巧的游绣手法绣成，羌绣

走进画框，成了艺术品。熊猫玩

偶、箱包挂饰，张居悦的合作社

设计了上千款文创产品，针穿线过，

羌绣与现代生活徐徐相接。

在上海时，张居悦还受邀给大学

生做讲座。“我只懂点针线功夫，哪能给研究

艺术的学生讲课呀？”站在讲台上，她紧张得

不行，学生们却充满好奇，听得有滋有味，还

纷纷想动手学习。看着学生们的目光，张居

悦心想，能不能把羌绣带出寨子，在校园中传

承下去？

借助高校非遗研培项目，张居悦走进大

江南北的校园。有时她在学校驻地交流一

个多月，手把手教会学生羌绣针法。有的学

生将羌绣运用在毕业设计作品中，还有人就

业后仍与张居悦保持联系，为新的羌绣衍生

品出谋划策。

产学研融合，非遗传承走向坦途。张居

悦在理县桃坪羌寨开设了羌绣文化馆，带领

学生“触碰”羌绣的前世今生。合作社茁壮成

长，她决定参与高校的艺术实践课程，将学生

们设计的羌绣作品变成文创产品。

“要建一座迷你羌绣博物馆，还要办羌

绣 主 题 展 览 ……”囍 悦 藏 羌 绣 专 业 合 作 社

里，张居悦常与绣娘们围坐一堂，畅谈以后

的规划。

60 岁的王素花听得入了神。她是当地

有名的绣娘，也是合作社最早的成员，见证

了羌绣近 10 年来的点滴变化。

2021 年，囍悦藏羌绣专业合作社的绣娘

们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周。野牡丹盛开在袖

口，流云纹环绕胸前，穿上年轻时花费数年

绣出的服装……那天王素花走向舞台，第一

次沐浴在灯光与掌声中。“看，羌绣多美啊！”

翻出照片，她笑得开心，眼里闪着光。

前不久，张居悦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发布的“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

持计划”2023 年度扶持对象名单。张居悦更

有干劲儿了。她希望，让羌绣走得更远一

些，走到更多人身边。

阿坝的山间，云雾缓缓散开。从历史中走

来的羌绣如今正乘风出云，拥抱更美的未来。

图①：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理县的筹边楼。 肖 笛摄

图②：羌绣绣品图案。 受访者供图

图③：张居悦在刺绣。 受访者供图

图④：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理县的桃坪羌寨。 张 建摄

版式设计：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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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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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非遗的路上，90 后羌绣非遗传

承人张居悦并不孤单。00 后女生坚持 10
年，只为学习濒危戏曲；90 后小伙用声音

将《口技》中的场景表现得活灵活现；木版

年画传承人打造品牌“解忧年画铺”，让佛

山木版年画活跃在大众视野……如今，越

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传承非遗，各显其能，以

自己的方式让古老的非遗充盈起澎湃的青

春活力。

丰富多彩的非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昆曲、

古琴、云锦织造、花儿、皮影戏……今天，品

类众多、覆盖领域广泛的非遗依旧闪耀着

夺目光彩，是生命力顽强的“活化石”，以独

特魅力深深吸引着年轻一代。

偶然间被青神竹编工艺摆件吸引的研

究生，毅然选择向传承人拜师学艺；00 后

铁路见习生无意中看到制作缠花的视频，

随即开始学习探索、动手制作……不再默

默围观，而是选择加入，当代中国的年轻人

接触非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

用他们的智慧与双手，打通非遗与当代生

活的连接。

非遗传承中跃动的年轻身影，用新意

守 艺 ，让 非 遗“ 活 ”起 来 。 各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不 乏 年 轻 人 用 巧 手 匠 心 制 作 的 非 遗

“爆款”内容：复刻“永生”通草花、还原古

籍中的美味、变易拉罐为惊艳凤冠……在

他们的努力下，历久弥新的非遗也可以成

为直播间的“网红”，让更多人得以了解其

中的精妙与底蕴。而当非遗变身兼具实

用性的茶杯、盘子、手机壳，老传统和新玩

法产生碰撞，非遗走进日常生活，时时陪

伴左右。

当年轻人与非遗相遇，偶然的瞬间与

必然的热爱，碰撞出传承与坚守的火花，创

造出源源不断的惊喜。随着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协会“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

持计划”等项目的发起壮大，更多样、更深

入的帮扶与支持，也将为优秀青年人才传

承非遗文化注入不竭动力。源自中华文化

与智慧结晶的非遗，同样滋养年轻人的精

神和生活，让他们习得知识、沉静内心，坚

定文化自信自强，增强文化自豪感。

年轻人与非遗的双向奔赴，展现着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从

时光深处走来的非遗，洋溢出浓厚的青春

气息。期待有更多青春力量加入非遗“年

轻化”的行列，唤醒古韵、绽放光彩。

为非遗传承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牛允一

本报北京 6月 5日电 （记者潘俊强）日前，由中国科幻研

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共同编撰

的《2023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

科幻产业总营收 877.5 亿元，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

据介绍，报告聚焦 2022 年度中国科幻产业典型业态中的

科幻阅读、科幻影视、科幻游戏、科幻衍生品、科幻文旅五大板

块，重点研析中国科幻产业年度现象与发展趋势。整体来看，

中国科幻产业迎来黄金机遇期，各板块展现出较强的发展

势头。

报告显示，在科幻阅读板块，2022 年科幻阅读产业总体营

收 30.4亿元，同比增长 12.6%，总体增速有所放缓。少儿科幻图

书出版数量增加。数字阅读营收首次超过纸质阅读，科幻产业

纸质阅读、数字阅读、有声阅读三大市场结构更趋平衡。

在科幻影视板块，2022 年科幻影视产业（院线电影、网络

电影）总营收 83.5 亿元，同比增长 16.1%。科幻院线电影票房

实现平稳增长，科幻题材网络电影占比有所提升，科幻微短剧

成为科幻影视产业新增长点。科幻院线电影方面，上映影片

21 部。其中，国产科幻电影 10 部，票房收入占全年科幻电影

总票房的 67%，国内科幻电影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年度总票

房前 10 名中，科幻电影占据 4 个席位，《独行月球》以 31 亿元

票房获得 2022 年度票房亚军。

在科幻游戏板块，2022 年科幻游戏产业总营收 565 亿元，

同比下降 15.7%。科幻手游市场占比提高，本土科幻游戏海

外市场表现良好。

在科幻衍生品板块，2022 年科幻衍生品产业总营收 48.3
亿元，同比下降 20.4%。其中，衍生品品牌授权营收 3.1 亿元，

衍生品制造与其他服务营收 45.2 亿元。

在科幻文旅板块，2022 年科幻文旅产业总营收 150.3 亿

元。主题公园科幻游乐项目占据主要份额，以国产科幻 IP 为

核心打造的科幻主题公园有望成为新增长极。

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发布

去年科幻产业总营收超 870亿元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年轻人与非遗的双向奔
赴，展现着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从
时光深处走来的非遗，洋溢
出浓厚的青春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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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抱枕绣上几何分明
的羌绣图案，让大山里的
八瓣菊、石榴花“开到”首
饰上，将传统纹样与高定
时 装 结 合 …… 刚 刚 入 选

“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
持计划”的 90后羌绣非遗
传承人张居悦以跨界的新
意守护传统技艺，让古老
的非遗绽放勃勃生机。她
说，要把羌绣传承下去，把
羌绣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一针一线，十指春
风。在“张居悦们”的带动
下，多彩的羌绣渐渐走出
大山，走向更美的未来。

核心阅读

盛夏的广东深圳，正迎来一场文

化产业的盛宴。连续举办 19 年的中

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以下简称“文博会”），即将于 6 月 7 日

拉开帷幕。

这 是 中 国 文 化 产 业 领 域 规 格 最

高、规模最大、最具实效和影响力的展

会。第十九届文博会将有 3596 家政

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

展，比上届增加 194 家，其中 2688 家线

下参展，908 家线上参展。

今年，文博会第十四次实现 31 个

省份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50 个国

家和地区、超 300 家海外展商参展，来

自全球各地的文化产业最新技术、最

新创意和最新成果精彩登场。

北京朝阳区展区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开放活力看朝阳”主题展将首次亮

相文博会，巨大的屏幕上将轮番展示亮

马河文旅地图和节点景观，现场配置的

VR 设备，还可以带领参观者“坐”上游

船，沉浸式感受亮马河璀璨风光。

位居宋代“五大名瓷”之首的汝

瓷，今年也加入了文博会“朋友圈”。

河南省宝丰县委宣传部和宝丰汝瓷发

展中心联合，挑选了 5 家优秀汝瓷企

业的 100 余件作品参展。

除了北京市朝阳区、河南省宝丰

县，河南省济源市、河南省信阳市、湖

南省郴州市等地均为首次参展文博

会。文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博会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水平不

断提升，展会规模、观众数量、国际化

程度、交易量连年攀升，吸引众多“新

朋友”加入。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将继续采取主分会场联动的办展模

式，主要包括线下博览交易、云上展示交流和配套活动三大部

分。深圳全市各区设立 64 个分会场，各分会场共策划了 400
多项展示交易活动；云上文博会平台则按照展馆展区分类展

示文化产品和项目，利用全景拍摄技术模拟线下展示场景，将

线下展览内容在云上平台进行同步展示，并强化网上交易功

能，打造永不落幕的“数字文博会”。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数字中国”展区。该展区以“数字

中国，文化创新”——AI 时代的文化创新为主题，搭建“开启

文化数字化大门”“数字文化传承”“数字文化创新”“数字文明

时代”四大板块，在“科技+文化”的同频共振中呈现中国文化

产业的前沿探索与实践。

本届文博会加强了对“云上”展会的探索。云上文博会平

台通过 VR 全景技术模拟线下展厅，整合线上线下文化产业

资源，入驻展商总量首次突破 6000 家。此外，本届文博会还

开发数字门票，首次推出数字文创产品，将文博会吉祥物“小

水滴”打造成为一张崭新的数字名片。

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曾相莱介绍，本届文博会将重点组织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方向，组织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文

化企业参展，举办“国家文化数字化及文化要素交易成果展”，

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文化产业。文博会主会场各展区将充

分利用大屏幕投影、触摸互动、地面互动投影等技术，全面提

升展陈效果，突出观赏性和互动性，营造崭新的参展、观展

体验。

自 2004 年创办以来，文博会不仅展示了全国文化产业发

展成果、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深圳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

近年来，在文博会的推动下，深圳着力培育“文化+”新型

业态，打造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质

量，已培育出具有深圳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一大批文化企业

通过文博会发展壮大。 2022 年，深圳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

2600 亿元，占全市 GDP 达到 8%，拥有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超 10
万家，从业人员超 100 万人。

博览和交易是文博会的主要功能。近年来，文博会每年

汇聚海内外 10 多万种文化创意产业展品、4000 多个文化产业

投融资项目，为企业创造了大量便捷高效的交易机会。

本届文博会将举办“文博会消费季”、文博会创新项目及

新品发布会等活动，并围绕对外文化贸易，组织文化企业参加

相关论坛及洽谈，在线上线下集中展示艺术品、举行拍卖会，

让大家了解最新文化产品、文化消费模式，满足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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