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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新业态

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将
资源和人口集中到大都市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拐
点，即出现了城市对乡村的依赖、城市对乡村的反哺
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乡村手工艺从复兴走向
振兴，离不开这个宏观的社会发展格局。

以云南鹤庆县及下辖村落为例。鹤庆金属工艺的
复兴和振兴走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
期，大批“小炉匠”外出务工，学习积累技艺和资
本；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手艺人

返乡创业，新华银匠村崛起；第三阶段是2010 年以
后，在民族工艺品市场外开辟全国茶具市场；第四阶
段是2019年以来，聚集创意人群、发展文旅产业。

第一、二阶段主要发展的是制造业，与改革开放
以来的乡镇工业发展模式类似，只不过前者是传统手
工艺，后者是现代工业；第三、四阶段，乡村手工艺
产业向高附加值的文旅产业转型，出现了与江西景德
镇、江苏宜兴和浙江龙泉类似的新业态和新气象。

这种转型，一方面与非遗保护政策和社会发展理
念呼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鹤庆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交
通条件。鹤庆山明水静，风光优美，位于大理古城和
丽江之间的黄金旅游路线上，距丽江三义机场仅 20
分钟车程。这使得鹤庆的银铜器生产不仅能较为便利
地与外界交流，而且具备了吸引创意人才驻留、兴办
民宿、开展全域旅游的条件。

同样处在这条黄金旅游路线上的，还有靠近大理
古城的周城村，那里曾有集体所有制的扎染厂，主要
为出口创汇服务。随着大理旅游产业的发展、特别是
白族扎染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
周城村的扎染作坊开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
获得了更大发展。例如，这里的璞真染坊，近年来通
过建立白族扎染博物馆、开展文旅融合的扎染手工体
验课，使年收益增长了一倍以上。

新传人注入活力

非遗保护理念的普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深入人心，以及相关的一系列自然和文化生态保
护政策，是乡村手工艺转型升级的舆论和政策保障。
从 2007 年以来探索建立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到近年来蓬勃开展的文化带、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为保护非遗传承、保护传统村落等营造了良
好的环境。

非遗传承，一方面依赖于整体环境和受众，另一
方面依赖于核心传承人群，特别是年轻一代传承人。
2015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大力推进“中国非遗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培养和提升新生代传承人
的传承创新能力。2016年开始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
将优质艺术设计资源引入传统工艺聚集区和欠发达地
区。在工作站基础上，又推动设立了一系列非遗扶贫
工坊，带动乡村群众创新创业，共同致富。

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带头人。
如新疆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致力于振兴维吾尔族刺
绣，通过引入设计团队和商业订单，建立起一个辐射
广大农村的手工业合作体系。一批又一批村民走出村

庄、走出哈密，到北京、上海、广州交流学习，出现
了一批带头人。其中，卡德尔·热合曼从一名技艺高
超的“绣郎”，发展为图案设计师和对外联络人，将
一批批订单带回家乡。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各族非遗传承人
群大大受益于非遗研培计划、传统工艺工作站和非遗
扶贫工坊。如苗族蜡染传承人杨秀芳2016 年到清华
大学非遗研修班学习。学成归来后，她开拓了眼界，
提升了文化自信，在大山深处组织苗寨妇女从事手工
艺生产，她的女儿还将销售门店开到了丹寨县。

施秉县的苗家妇女龙禄颖，早先去南方打工，后
来返乡创办了一家苗绣企业，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带动留守妇女就业增收。龙禄颖、龙宇
母子积极外出学习交流，不断提升产品设计和企业经
营水平。如今，他们将算法引入苗绣设计，探索建立
数字化云工厂生产线，通过手绣与机绣结合的模式，
增加产能，提高产值，将苗绣拓展到家居装饰领域。

正是这样一批有眼界、有能力、有闯劲的传承
人，在手工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目前已有
越来越多的乡村手艺人加强与外界沟通，与高校建立
产学研合作，参加各类展会，开展网络直播。还有不
少大学生选择返乡创业，他们有的成为了新一代手艺
人，更多的则成为创意、设计和管理者，为补齐当地
产业链缺环作出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1、 2、 3、 4……10、 11、 12，
再来一遍，我们再来一遍……”4月
12日，在一段艺术化再现编创过程
的创意表演中，中央芭蕾舞团（以下
简称“中芭”）第12届芭蕾创意工作坊
在北京天桥剧场拉开首演序幕。

芭蕾创意工作坊创立于 2010
年，是中芭为培养青年创作人才而
打造的公益品牌项目。今年，工作坊以“1/12”为题，为观
众带来10部新锐力作，其中的“12”既代表工作坊走过的12
个年头，亦是今年参与的12位编导，“1”则代表了参与到工
作坊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正在或曾经经历的第一次创作。

本届工作坊采取“以老带新”的模式，既有中芭老一代
编导，也有中青年创作力量，还有未来新生力量，呈现出中
芭坚持用西方芭蕾语汇讲述中国故事的理念。无论是作品体
量还是参与人数，都创下了历届工作坊之最。

10部作品形式多样，以芭蕾艺术为载体，融入当代青年
的所思所想，题材涉及文化、生活、情感等方面。孙海峰的

《弈》、苏洋的《寻找钟子期》、舒均均的《舒体之魂》、李俊
的 《春归何处》，将中华文化与芭蕾艺术巧妙结合，在足尖
之上展现出古韵浓厚的东方文明画卷；李庄庄的《生活进行
时》、李旸的 《最长的旅程》、彭捷的 《家》、刘雪晨的 《离
离原上草》表达了年轻人对生活、生命的思考与感悟，用艺
术观照当下，传递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正能量；徐琰、王
济禹的 《LIVE SHOW》、闫梦玄的 《拜拜，游离骨》 则契
合工作坊创新的主题，以突破自我的大胆尝试，拓展创作的
边界。

12年来，中芭芭蕾创意工作坊培养和聚集起一大批优秀
创作人才，给年轻编导带来成长和展示的空间。自第一届起
就开始参加工作坊的编导李俊说：“这些年，一个又一个编导
在这个平台上发展成长起来，正是这种包容，给了编导们可
贵的成长机会。”

中芭团长、艺术总监冯英表示：“对中国人而言，‘12’
是一个特殊的数字，代表着时间的轮回，也代表着我们不断
的积累。通过这届工作坊，我们潜下心来回顾总结，并对未
来进行展望，希望年轻编导能借此打开想象的空间，大胆探
索交流，在原创作品方面继续开拓出我们的道路。”

由陕西广电影视文化公司出品，李勇、唐尧执导，获得
第九届印度诺伊达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生态题材电影

《鸟语人》近日登陆央视六套电影频道。影片以一只朱鹮从被
救助到放飞的过程为叙事线索，牵连起一段保护朱鹮的父女
接力故事，诠释了新时代生态美学的内涵与价值。

秦岭对陕西来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千百年来，
以秦岭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进入新时代，秦岭
的自然保护实践也成为陕西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影片《鸟
语人》将镜头聚焦秦岭朱鹮的生态保护，以视听艺术表达对
生态问题的思考，一方面展现了朱鹮与人类的亲密关系，另
一方面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

故事主线围绕朱鹮“十九”从被救助到放飞的过程展开
叙述，展现了张致远等动物保护科学家真情付出、默默奉献
的感人事迹。电影片尾还将刘荫增、路宝忠、陈有平等科学
家保护朱鹮的真实事迹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展现出来，表达
对科学家的崇敬之情。

影片致力于表现生态环境与现代人感情的双重新生，提
升了电影的哲理内涵。女儿张晗在目睹朱鹮“十九”被救的
全过程后，理解了父亲张致远对救护朱鹮的执著，最终选择
接替父亲，将保护朱鹮的事业传承下去，暗合了秦岭生态保
护的长久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意象是一个重要范畴，是审美活
动的重要载体。电影《鸟语人》将朱鹮与人类的关系作为表
现对象，将朱鹮、松树等自然景物重塑为审美对象，普通的
动物与植物变成一个饶有意味的审美符号，营构出特有的生
态美学意象。在民间，朱鹮由于性格温顺，体态秀美典雅，
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影片中，朱鹮首先被塑造为良好生态
环境的象征，灵动的朱鹮飞翔在秦岭，为三秦大地带来福
音。结尾处，朱鹮“十九”的孩子在众人的保护下顺利孵
化。朱鹮的新生也成为张致远父女之间情感新生的映衬，一
段亲情故事在美丽的洋县延续。

影片主创者还以精雕细琢的态度捕捉朱鹮的魅力与灵
动以及秦岭山区富有诗意的生态画卷，展示了朱鹮保护者为
呵护朱鹮、保护生态所付出的努力，让观众在对自然美叹为
观止的享受中，产生对环境保护刻不容缓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例如，辽阔空旷的远景镜头与活泼灵动的空镜头俯瞰秦
岭山区的美丽风光，提升了电影画面的诗性气质。同时，影
片中不同的色彩变化与人物心境相互统一，使故事的层次更
加丰富。

电影《鸟语人》饱含对诗情自然的留恋与拥抱，将秦岭
朱鹮保护的生动实绩与人物情感弥合的叙事线索相互融合，
从更为广阔的角度呼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我们共同
的家园。

（作者系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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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语人》：

诠释新时代生态美学
张阿利

▲ 近年来，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和茶叶特色产业，充分发掘当地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和村民持续增收。图为毛纳村村民在织黎锦。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在该县被
称为“苔藓小镇”的毛垟乡举办多场培训，为当地从
事苔藓特色种植的村民拓宽就业增收门路。图为村民
在毛垟乡苔藓文化园学习苔藓画制作技术。

李肃人摄（人民图片）

▲ 第12届芭蕾创意工作坊上推
出的新作《寻找钟子期》

中央芭蕾舞团供图

匠心传承“复活”古钟表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悠扬的乐声中，伞盖缓缓转动，驮着表盘的麒麟
左右摆头；中层方形舞台拱门上的卷帘缓缓上升，仙
猿走出拱门，双手前伸掰开仙桃献寿，左右两只小猿
也上下移动胳膊作捧桃状，四角由银色链条模拟出的
水法柱开始转动，好似神龙喷水……这是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铜镀金仙猿献寿麒麟驮钟，故宫古钟表修复师
亓昊楠将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上，得到网友的赞叹。

6年前，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钟表修复
师王津、亓昊楠出现在大众视野。如今，师父王津退

休返聘，“80后”徒弟亓昊楠接棒传承，并通过短视
频普及钟表知识，展示各种钟表文物，让更多人看见
历史和传统文化。

亓昊楠现在已挑起故宫古钟表修复的大梁。2005
年本科毕业时，出于“学一门手艺”的心态，亓昊
楠报考进入了故宫文物修复部门。那时，到故宫工
作还很冷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故宫古钟表
修复室只有他和师父王津两人。亓昊楠的本科专业
是机械自动化，对于古钟表修复并不了解，一切都要
从零开始。

初入故宫第一年不允许触碰文物。这年，亓昊楠
专攻理论知识并打下基本功。在师父王津传授要诀
后，亓昊楠坚持反复练习：拆装现代座钟、挂钟以熟
悉机械系统，找来朋友家的老式钟表练手……通过考
核后，第二年才有机会在师父的带领下接触真正的文
物。从简单的走时机芯，到复杂的运转系统，亓昊楠
逐渐可以独立完成一座钟表的修复。

故宫钟表大都具有表演功能，而不同的表演功能
所需要的内部动力结构相差甚远，单凭观察很难推测
其内部具体情况，往往需要拆开才能判断。这些珍贵
的宫廷收藏钟表很多来自国外，多是孤品或仅一对
存世，没有图纸可参考。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修复师，
借助外观至多能进行初步判断，真正内部系统如何运
转仍须“眼见为实”。对修复师而言，如何拆解每一
件古钟表的外部结构，让机械系统恢复运转，再现表
演功能，都是全新的挑战。“我会揣摩钟表的内部设
计结构，有时拆开后发现古人的设计比我想的更为精
妙。”对亓昊楠来说，修复钟表的过程如同一场跨越
时空与古人的对话，是属于匠人的神交和切磋。

2019年，亓昊楠开始在抖音上展示钟表文物，普

及钟表知识，如今已有800多条视频。古钟表修复的
最大魅力，就是让“死亡”的钟表恢复计时和表演功
能。然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保护文物要求，修复好
的钟表往往以静态形式呈现给观众。在这一点上，短
视频优势明显：几分钟视频里，水法、变对、天官赐
福、仙人献寿、乐人演奏等古钟的表演效果都可以呈
现。亓昊楠希望借助新媒体，让更多人特别是偏远地
区的孩子，有机会看到古钟表转动起来的样子，领略
宫廷钟表的魅力。通过短视频平台，亓昊楠还结识了
一群新朋友：有人是钟表收藏家，有人是钟表历史研
究者。大家在线上交流切磋，形成良性互动。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带火文物修复，让更
多人关注到古钟表修复师这一职业，更吸引了不少年
轻人加入。现在，故宫古钟表修复室已经有 7 名成
员。亓昊楠发现，这些年轻的钟表修复师，在掌握传
统修复手艺的基础上，还有着各自的研究专长，为钟
表修复技艺注入了新鲜活力。

2014年，古代钟表修复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传承者，亓昊楠深感任重
道远：“我最根本的责任就是要将手艺传承下去，让
这门技艺后继有人。”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承德
避暑山庄、颐和园、沈阳故宫等多地多个博物馆建立
了古钟表联合修复室，为各机构培养更多钟表修复人
才。亓昊楠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建立起由点到
线再到面的架构，让古钟表在更多地方“活起来”。

在很长时间里，国内对于钟表的研究相对较少，
钟表史的资料也相对有限。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在古
代就有独立制造钟表的能力。亓昊楠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能够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物钟表修复标准，
丰富中国钟表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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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从七个方面擘
画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蓝图。手工艺便是重点领
域之一。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
业的蓬勃发展，城乡传统工艺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
更好的发展。其中，乡村手工艺以其灵活的生产和
就业形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活力。新时代的
乡村手工艺，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
念，出现多种新业态，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
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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