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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创，如火如荼

时尚彩妆复刻苗族银饰锻造技艺，赢得海内外消费者
的青睐；运动品牌植入刺绣元素，摇身变为时尚青年抢购
的潮品；600多岁的故宫挖掘宫廷文化，推出“朕的心意”
月饼、宫廷色口红等产品，立刻刷爆年轻人的朋友圈……
近年来，随着国潮热的不断升温，以非遗为主题的文创商
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撬动了新消费的
大市场。

由文旅产业指数实验室推出、阿里研究院牵头撰写的
《2022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创新报告》显示，2022年，淘宝
平台非遗店铺数为 32853 家，较 2020 年增长 9.5%；非遗交
易额较2020年增长11.6%。非遗商品消费者规模达亿级，90
后和00后正在成为非遗商品消费主力。

数据表明，人数超过3亿的中国Z世代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消费力拥抱非遗。在旺盛的需求下，一批批让人眼前一
亮的国潮IP、中国设计应运而生并风靡全球。

国货美妆品牌花西子从创立之初便坚守东方美学的理
念，至今推出数十款复刻中国传统工艺的彩妆产品。无论
是百鸟朝凤眼影盘，还是何首乌眉笔，抑或是雕花口红，
传统工艺的身影无所不在。这些产品不仅深受中国年轻女
性喜爱，也在北美、日本、欧洲等成熟彩妆市场占有了一
席之地。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国产运动品牌李宁的国潮
风。这几年，品牌借助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推出“少不入
川”“长安少年”“惟楚有才”等城市系列，广泛挖掘非遗
元素。如“少不入川”系列就采用传统蓝印花布印染工
艺，将传统美学与街头潮流相结合，吸引众多年轻消费者。

非遗中有很多传统手工技艺、民间艺术是农业时代的
产物，在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中，保护传承非遗的关
键是要将它与现代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2022年7月，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数字化助力消
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 （2022-2025年）》，其中提到
要“挖掘中国文化、中国记忆、中华老字号等传统文化基
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新生消费群体消费取向研究，
创新消费场景，推进国潮品牌建设”。

中华老字号企业大多拥有传统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载体。在商务部认定的1128家老字号中，共有127
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地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695家，具有非遗要素的老字号为822家，占总
体的72.9%。

从现代生活中挖掘新的消费场景，是中华老字号企业
重焕新颜的重要途径。2022年8月，中华老字号内联升在北
京总店大楼二层开设了“大内·宫保”咖啡店。品“大内·
宫保”的京味冷萃，凭栏俯瞰大栅栏，一时成为社交平台
上的新风潮。咖啡店开业至今，到店的年轻人比以往多了
一倍。同仁堂知嘛健康咖啡&养生店同样以创新场景亲近年
轻人。京、沪、杭、蓉四城已开设该品牌11家门店，其枸
杞拿铁、陈皮拿铁、熬夜水等多款草本咖啡、饮品，成为
许多年轻人“朋克养生”的必选项。

此外，昆曲、古琴等传统艺术也通过创新场景引领时
尚。在北京郎园Vintage虞社演艺空间，无论是一年一次的

“一人一出独角戏”系列演出，还是北昆名家演唱会，抑或
线上昆曲battle大赛，都能在年轻观众中掀起观演热潮。在
四川古村落余家碥，集茶空间、古琴馆、住宿为一体的古
琴主题民宿，形成农商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为古
村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水。

非遗+影视，方兴未艾

近年来，非遗题材在影视创作领域方兴未艾，成为公
认的“流量密码”。

《国家宝藏》《传承者》《了不起的匠人》《舞千年》 等

综艺节目，通过细腻具象的记录与讲述，将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与独具匠心的非遗传承故事，真实呈现在观众面
前，持续收获好评。《延禧攻略》《如懿传》《长安十二时
辰》《鬓边不是海棠红》《去有风的地方》 等电视剧，以精
良的制作、精彩的剧情，展现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非
遗风貌，掀起收视热潮。

今年清明节期间，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再次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从女子群舞遇上苏州古典园林的

《最美人间四月天》，到以新疆哈密木卡姆为创作素材的
《伊州长歌》，再到讲述“清明穿越古画世界”奇妙故事的
《早春奇遇》……《2023清明奇妙游》作为河南卫视“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本年度的开篇，继续以多姿多彩的文化元
素，延续着国潮风的唯美风格，带给观众一场饱含东方韵
味的视觉盛宴。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播出的非遗题材网络
剧《正好遇见你》，同样令观众耳目一新。剧集采取“戏中戏”
的形式，运用电视剧、综艺、纪录片、小剧场等不同电视形
态，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近 20 种文物、非遗习俗、传统技
艺，其中既有大家较为熟悉的花丝镶嵌、青铜器、瓷器、
书画、美食、香料制作、苏州园林和明式家具等，也有大
众较为陌生的苏州船宴、中秋燃斗香习俗、西洋钟表修
复、缂丝、汉唐古典舞复原、古代妆容变迁等有趣的内容。

纪录片、综艺、影视剧在普及非遗知识、推动非遗出
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宝藏》中，惟妙惟肖还原了侯
马金代董氏墓戏俑的山西面塑令人惊叹；《当家祖母》 中，
缂丝技艺引人瞩目；《如懿传》中的点翠，引发不少手工博
主争相展示；还有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里的建盏、

《琅琊榜》 中的漆艺、《梦华录》 里的“茶百戏”、《去有风
的地方》 里的木雕……众多非遗通过荧屏进入观众的视
野，点燃人们深入了解非遗、体验传统文化的热情。

“近年来，纪录片、综艺、影视剧通过大胆尝试，为非
遗题材创作打开了更为宽阔、生动的艺术表达空间。而更为
重要的是，其背后所集结的丰富的文艺创作经验，不仅为观
众带来赏心悦目的视听体验，还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给青少年，而这也正是活态保护传承非
遗的题中之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

非遗+新媒介，火花四射

随着科技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借助新技术、
新媒介，非遗踏上了广泛传播的快车道。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
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丰富传

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3）》 显示，截至

2022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在整体网民中的
占比为 94.8%。“从 2019年开始，短视频有了特别明显的转
型，内容上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赋能的特点，比如刺绣、剪
纸、印染、皮影、竹编等非遗，借助短视频平台变成了网
络传播的热词和热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杨乘虎观察。

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非遗传承人走进
直播间，利用短视频来展示非遗文化，销售非遗产品，传
承非遗技艺，受到了网友的关注与欢迎。

抖音已经成为当下最大的非遗传播平台之一。数据显
示，2021年，155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抖音的覆盖率达到
了99.42%，相关视频数量同比增长149%。2022年，抖音上
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达 3726亿，获赞总数为
94亿；非遗创作者平均每天直播1617场，获得非遗打赏的
主播人数同比增长427%。

如今，点开直播间，天南海北的主播介绍非遗的历史
渊源、文化故事，回应网友留言和提问，不仅传播非遗文
化，还获得经济收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肯定更加激发了
他们的创作热情，坚定了传承信心。年轻网友则用点赞、
打赏、购买等方式，表达对非遗的认同与喜爱，并主动去
学习和传承。

除了短视频、直播之外，场景性、互动性、体验性兼
备的网络游戏，也成为非遗传播的重要平台。

国民级游戏 《王者荣耀》 一直在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传统技艺、民俗领域，将非遗与游戏进行深度融合，
推动更多年轻人在娱乐中领略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风靡
全球的游戏 《原神》 因为非遗频频出圈，从戏曲元素新角
色云堇及云堇所唱的戏歌《神女劈观》，到以中国传统皮影
戏为灵感设计的益智类玩法“纸映戏”，再到非遗纪录片

《流光拾遗之旅》，《原神》 在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上不断实
践，持续发力，向全球用户展现中国非遗的魅力。

非遗+数字化，崭露头角

随着元宇宙时代的到来，非遗传承渠道的数字化、科
技化趋势日趋明显。

从 2021年开始，数字藏品开发成为非遗数字化领域中
的一个热点。相关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藏品发行平
台多达 38 家，非遗数字产品发售数量约 456 万份，总发行
价值超过1.5亿元。其中，国潮非遗等类型在发售当中经常
出现秒空的现象，足见年轻人对非遗数字产品的喜爱。

专家认为，依托大数据技术来处理非遗信息的采集、
存储乃至传播、利用，可以更为迅捷地实现非遗的有效传
播，优化非遗传承渠道，实现传统资源和现代技术的有机
对接和融合，从而为非遗传承提供更为便捷的机遇和手段。

国家级非遗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人魏立中，这些
年一直活跃在非遗传播传承的舞台上。2022年，他的“二
十四节气”系列木版水印作品上线数字藏品平台后，很快
吸引了新群体的关注。在魏立中看来，把文化遗产传承下
去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认识它，数字藏品是一种很好的形
式。如果想让年轻人了解某项非遗，无需实地到访，手机
里的一张3D图，就能让他们对其有一个直观认识。

“在数字人文 3.0 时代，非遗传播生产与消费全面升级
换代，非遗的传承者、传播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无
法再用原先方式去区别，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起到传播作
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胡易容表示。

值得注意的还有，以前数字藏品主要用于数字世界，
比如生成付款码皮肤、红包皮肤、社交媒体头像等，现在
还可用于实体消费。

2022年4月，国内数字藏品领域头部平台“鲸探”上新
了 3 款以城市文化元素为主题的数字艺术藏品，不到 1 分
钟，这 3 款总量 6 万份数字藏品便被抢购一空。与以往不
同，这次的藏品多了实物的赋能，收藏家可以在抢到任一
款藏品后，一键付费定制AI设计、生产且与藏品相对应的
丝巾实物。这种尝试延展了用户拥有数字商品的使用权
益，拓展了数字藏品的应用场景。

“数字产品将不再仅仅是产品的观摩和展演，而是突破
了我们的感知方式，突破了虚拟元宇宙与现实元宇宙之间
的界限，形成了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一体化的趋势，这对
非遗传承有巨大利好。”胡易容说。

在小区停车棚里看一场展览是什么体
验？走进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东昌新
村的“星梦停车棚”，三星堆照片展、龙
门石窟图片展和一幅幅岩彩绘画作品不断
跃入眼帘。在展品下方，整齐停放着自行
车、电瓶车等交通工具，存取车时，就能
欣赏美妙的艺术，给来来往往的人们带来
融入日常又跳出日常的艺术体验。

从室内到户外，从博物馆、美术馆、
展览馆到地铁、公园、商场，艺术正在走
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头攒动的地铁车厢，可能变身穿行
在地下的流动艺术展；熙熙攘攘的商场中
庭，也能举办一场“小而美”的展览活动；
历经沧桑的历史街区，在艺术的装点下，
碰撞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别样韵味……区
别于传统的美术馆、画廊等展厅空间，这
些艺术新空间与工业遗存、创意园区、交
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等公共空间叠加，营
造出生活化的艺术展示，让人们在不经意
间就能享用一顿艺术便餐。如今，漫步城
市街头，或许就能在下一个转角与艺术不
期而遇。

城市之美，美在都市风光，美在自然
山水，也美在内涵品质，美在艺术人文。
艺术融入城市，更新了城市的外在面貌，
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为城市注入更多
人文气息。上海市公布首批 15个“美术新
空间”，既有人气爆棚的网红打卡地，也有
地铁、社区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
空间；江苏南京南艺后街的一家餐厅里，
除了吧台和餐桌，地面、墙面的空间都用
来布展，兼具文艺范和烟火气；四川成都
高新区的铁像寺水街上，充满设计巧思的
艺术装置、让人眼前一亮的彩绘，铺展开
一幅美好的艺术生活画卷。不断拓展城市
里的艺术空间，助力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城市生活品质日渐提升，为人们在城
市中“诗意地栖居”提供了更多可能。

让艺术“进驻”生活场景，不仅是对
展览数量做加法，更是在艺术的触及率和
影响力上做乘法。广大旅客走进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在候机时就能饱览高质量艺术
展品；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4.2 米展
厅，是登塔游客必经之地，每日参观游客
络绎不绝。高雅艺术不应局限于专门场
馆，而要呈现于更多公共空间，才更容易
走进人们心中，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让人们在一场场“沉
浸式体验”中，收获美的享受，丰富精神
世界，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如今，城市美学不断走入人们视野，
艺术正在为城市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灵
感，也在为激发消费活力、提升城市竞争
力注入新的动力。但要注意的是，在城市
改造中，艺术空间的拓展，既要继承城市
的历史文脉，也要彰显鲜明的时代精神。

过去，深圳的“拓荒牛”雕像凝聚了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兰州的“黄河母亲”雕像讲述了生生
不息、百折不挠的黄河文化故事。现在，
艺术与城市的融合，也需要在彰显城市独
特品格、涵养城市精神上下工夫。最近，
西安地铁举办“地铁遇见博物馆”展览，
通过文物复刻品、文创产品等形式，展示
周秦汉唐文物，尽显城市历史文化底蕴，
激荡着人们的文化自信。期待更多这样的
探索实践，让艺术成为打造城市名片、塑
造精神内核的一个重要支点。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如今，城市公共
文化服务“缺不缺、够不够”问题总体上
得到解决，“好不好、精不精”问题越来越
凸显。让城市成为“开放的艺术馆”，让文
化流淌在城市的毛细血管，用艺术滋养城
市的神经末梢，将更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
化需求。一座座充盈着艺术韵味趣味的城
市，也必将收获更多的认可认同，释放更
多的自信活力。

6月10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明结
晶。2023年，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年。作
为第一批加入《公约》的国家，中国在推
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非遗
保护传承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社会广
泛参与、人人保护传承的生动局面。

中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截至目前
共认定了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位居
世界第一。在中国，通过系统性保护传
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已经
全面融入现代生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如今，非遗与文创、影视、短视频以及新
技术的跨界融合，正助推其以更开放、更
时尚的姿态，登上国潮“顶流”。

新
型
艺
术
空
间

释
放
城
市
自
信
与
活
力

许

晴

新
型
艺
术
空
间

释
放
城
市
自
信
与
活
力

许

晴

潮

+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2023 清明奇妙

游》中，以苏州园林为背景的舞蹈《最美人间四月天》。

▲国货美妆品牌花西子运用中国传统工艺设计的美妆
产品，登上美国纽约时装周。

▲非遗传承人在抖音平台上展示推广“杭扇”制扇技艺。
◀非遗题材网络剧《正好遇见你》创新演绎传统文化。

非
遗

，就
是
这
么

本
报
记
者

郑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