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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申遗成功随着春节申遗成功，，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

国非遗国非遗。。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我国共有我国共有 4444 个项目列入联合个项目列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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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韵飘香世界

云南普洱茶主要产于宁洱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等地，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

成了独特的制作技艺，其生产流程成为

现代普洱茶工艺研发的基础。

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李兴昌：

我与茶有着不解之缘。

我的家乡，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曾是茶马

古道的源头、茶叶集散中心，茶文化底蕴深厚，茶

资源丰富。

我从小便跟随母亲一起打理茶园、翻炒茶叶，

儿时的记忆打磨成了如今的技艺。茶叶，这样一

片神奇的叶子，可以说是我的乡愁。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

后，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茶与茶技艺上。

茶叶的发展与一个地方的地理、人文紧密关

联。以普洱茶为例，从采摘、萎凋、杀青到揉捻、成

型，繁复的工序里蕴含着每一个茶匠孜孜不倦的

追求与心血。

现在，普洱茶制作技艺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喜爱。我创办了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传习

所，会根据茶叶生长周期设定课程，冬天可以分享

如何松土、如何修枝打杈，春天可以分享制作技

艺、冲泡技巧。

中国的茶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有了更大的

影响力。有一次，一位外国留学生知道我们在开

设制茶课程，专程赶到宁洱。在制作了属于自己

的茶饼后，他惊叹：“没想到一片简单的叶子通过

这些工艺后，居然能变成如此美味的饮品！”在那

一刻，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手艺人的成就感。

让我高兴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

愿意走进茶园，学习传承古老的制茶技艺。他们

创新生产调饮茶、举行茶文化体验活动。这让我

看到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薪火相传的希望，更让

我感受到茶文化在当代的创新与传承。

让昆曲在互融互鉴中
生生不息

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是现存中国

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是元末明初

南戏发展到昆山一带，与当地音乐、舞

蹈、语言结合而产生的声腔剧种。

一级演员、昆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柯军：
从艺 40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昆曲如何守正

创新。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面对未来

时，也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思维、情感、理念和精神，

去探索属于当代的舞台表达。

在人们的印象中，昆曲中的经典剧目大多是

才子佳人的故事。2015 年，昆山当代昆剧院推出

《顾炎武》，通过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形

象 ，让 大 家 看 到 了 昆 曲 背 后 的 社 会 担 当 与 人 文

关怀。

如今，昆曲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2016 年，我和英国导演利昂·鲁宾合作执导了新概

念昆曲《邯郸梦》，将原剧中四折最具代表性的段

落作为主体，与《麦克白》《李尔王》等莎士比亚经

典作品中的片段穿插交替，实现超时空的对话。

每次演出结束后，都有观众跟我讲，这部戏让他们

看到了不一样的昆曲。

对于昆曲的题材和表演方式我也一直尝试创

新。2023 年，由我复排的《伯龙夜品》在法国国立

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了演出，我根据博物馆

庭院的特点并结合欧洲文化遗产日这一节点做了

一场沉浸式演出。观众们跟随着演员的脚步，或

在展厅里静听体味，或移步庭院驻足观赏。

这次表演让巴黎第一大学的副教授让—米歇

尔·托贝莱姆感到非常震撼：“很新奇的体验，不同

文化之间、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可以非

常纯粹地去欣赏表演。”

文化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承载着人类共

同的文化记忆，我们站在历史的当下，不仅要“照

着讲”，还要有勇气“接着讲”，让昆曲在全人类优

秀文化的语境中互融互鉴，生生不息。

用瓷器传递中国意蕴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至今已有 1700
余年历史，在原料选择、釉料配制、造型

制作、窑温控制方面具有独特技艺，其

成品是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表现。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徐朝兴：

我出生于 1943 年，13 岁开始学习青瓷烧制技

艺，在和其他老师傅的共同努力下，近乎失传的龙

泉青瓷釉料配比方法基本得以恢复。

青瓷烧制技艺不仅要传承，还要在掌握传统

的基础上有所革新。

在古瓷烧制技艺中，哥窑和弟窑一直是分开

烧制的。我一直在思考，能不能把两者混合在一

起烧，产生一种新的青瓷？

我和工人们一起试验，为了让哥窑和弟窑的原

料浆能够自然混合，我们不断调整原料浆的配比，

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连续试烧了好几次，终于在

第五次时成功烧制了哥弟窑混合青瓷三环瓶。

这件创新之作，增添了我们的信心。在 1310
摄氏度高温的烧制下，纹理和釉色浑然天成。既

有哥窑纹片的青灰淡雅、有序呈现，又有弟窑的釉

色丰润、晶莹如玉，两种装饰手法相得益彰。

一直以来，龙泉青瓷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许

多人的认同和欣赏。法国人民素爱青瓷，龙泉青

瓷和法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在法国小城

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内花园，曾发现两片龙泉青瓷

残片。

2024 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当年 7 月，法国巴

黎的中国艺术大展上，展出了我的两件作品，其中

就包括《哥弟混合三环瓶》，温润如玉的造型和色

彩，传递着委婉含蓄、道法自然的中国意境，得到

了当地观众的称赞和喜爱。

青瓷要走向世界，需要不断守正创新，在做好

技艺上的传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传承，

让浓缩的中国故事为更多人所熟知。

流淌在剪纸里的中国故事

蔚县剪纸是中国唯一一种以“阴刻

为主、阳刻为辅”的点彩剪纸艺术。其

视觉形象和造型格式，表达了广大民众

的社会认知、实践经验和生活理想。

    蔚县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
我手中的这把刻刀，是自己制作的。10 厘米

长，用两根竹片夹着，还缠绕着细棉绳。基本上，

每名剪纸艺人都会自己打磨加工刀具，创造自己

的艺术风格。正是一代代剪纸艺人的传承创新，

才让蔚县剪纸艺术不断发扬光大。

我在家庭熏陶下从小学习剪纸艺术。传统蔚

县剪纸的牡丹花定式为粉色，但我认为世间色彩

是千变万化的。6 岁那年，我将一朵牡丹染成了紫

色。当时，一些配色工人大呼“奇怪”，但没成想，

这朵牡丹却受到顾客喜爱，觉得“新颖”。

后来我苦练剪纸艺术刻画染全套功夫，学习

各地流派剪纸艺术风格特点。杂染法、雾染法、铺

盖法、叠染法……先后研究出多种点染技法，让蔚

县剪纸艺术更富神韵。

除了技法革新，我更是在题材内容上大胆拓

展，尝试不同的地域、场合、主题等。

我创作了《千里江山图》《国色天香》《雪如意》

《冰嬉图》等作品，大量融合冬奥会、冰雪运动、民

俗活动、舞蹈艺术、山水古迹等元素，让剪纸艺术

与时俱进，让中国故事流淌在剪纸艺术里。

近年来，我还玩起了跨界合作，推动剪纸艺术

产业化：让剪纸艺术与米酒、乳品“牵手”，为产品

设计注入灵魂；与动漫公司“结盟”，在动漫世界绽

放剪纸魅力……

剪纸艺术用它丰富的形象语言反映着中国深

邃的传统思想、古老文化，不单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艺术瑰宝。

我曾有幸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设计

会徽。此后，我带着蔚县剪纸在世界各国巡展。

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在这些遥远的国度，

我办展览、做文化交流、现场表演剪纸。我尤其记

得，当外国友人们目睹我在十几分钟内就剪出一

只蝴蝶，他们脸上满是惊叹与对美的沉醉。

有位澳大利亚画家被剪纸魅力“迷倒”，远渡

重洋来蔚县拜我为师，最近她还常在网上和我畅

聊学艺心得呢。

传统与时尚交织出云
锦之美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是中国织锦技

艺最高水平的代表，它将“通经断纬”等

核心技术运用在大型织机上，用蚕丝线

等材料织就，因灿若云霞而得名。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双喜：

在 2024 年的上海进博会和济南非遗博览会上，

当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的直播团队穿上“云锦汉

服”“云锦马面裙”进行展示时，场面那叫一个火爆。

这是近两年我和所里徒弟们共同开发、织造

的新产品：在图案和配色上，提取了吉服里的元素

进行“复刻”；在素材上，采用金丝银线的云锦丝织

品，看起来美得像天上的云霞；而在制式上，将汉

服和马面裙进行了时尚化“改装”，更加符合当代

年轻人的审美。

但这套云锦服装的守正与创新还不止于此。

如果按照传统工艺流程，两年才能生产一套

产品。现在，随着科技进步，这项古老非遗迎来了

新发展。我们把电脑连接在提花装置上，将老师

傅 的 经 验 变 成 了 程 序 指 令 ，大 大 节 约 了 工 时 和

成本。

有人会问，如果交给机器来做了，那非遗还能

是非遗吗？

云锦之所以为云锦，其精髓在于“妆花手工织

造技艺”，而这项技艺是无法被机器所取代的。因

为机器是通经通纬的，即一梭子打到头，图案上的

四朵花只能是一个颜色的，但妆花技艺通过小管

子 用 手 工 一 个 个“ 挖 ”，让 每 朵 花 有 不 同 的 色 彩

——传统+科技，让云锦留住了非遗的魅力，又让

它走进千家万户。

云锦也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早在 2015 年，南京云锦就在巴黎高级定制时

装周上惊艳亮相，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云锦只局限

于传统服饰的观念；此后，以云锦织造方式重现西

方经典的巨幅作品《蒙娜丽莎》，在达·芬奇花园刚

一露面，就成为米兰世博会“南京周”的开幕焦点。

这 既 是 传 统 与 时 尚 的 碰 撞 ，也 是 东 西 方 文 化 的

交融。

（本报记者李茂颖、尹晓宇、窦皓、张腾扬、姚

雪青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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