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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节会、庙会和博览会上，
来自民间的那些传统工艺品，都是
必不可少的点缀，比如泥塑、刺绣、
木雕、石雕、陶瓷、剪纸……在为
其色彩、造型、技法和寓意惊叹之
余，人们或许会注意到：作品虽然
琳琅满目，但似乎模仿多了点而原
创少了点。像 《清明上河图》、 《富
春山居图》 这样的传世名作，在一
场展会上，以之为蓝本的编织、刺
绣、木雕、瓷艺和年画作品，不在
少数。

模仿，几乎已经成为民间工艺领
域熟视无睹的现象，让本来生机勃勃
的草根艺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歧途。

值得庆幸的是，也有一些业内人
士为民间工艺的原创性缺失而大声疾
呼。“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是民间工
艺的根本特性，决定了民间工艺是创
造性的，可现在的情况是你也模仿、
我也模仿，民间工艺的那种鲜活的生
命力在哪儿呢？”在不久前的一次中
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
品奖评选会议上，作为评委的“泥人
张”传人张锠这样发问。

一窝蜂“再创作”危害大

对既有的艺术佳作进行模仿，尽
管能在审美上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
甚至打开原作未能表现的艺术空间，
也能提供诸多就业岗位，这种“再创
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合理存在，但
一窝蜂全是此类“再创作”的作品，
对民间工艺的伤害则是巨大的。

费人、费时、费料自不必说，不
仅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民间工艺作品
的格调，更在根本上动摇了民间工艺

存在的自主性。对于民间工艺来说，
题材、技法和材料的创新相对比较容
易，最难的是艺术境界的创新。没有
艺术境界的创新，艺人的手无论多么
灵巧，技法多么高超，最终都只会沦
为替他人完成二度创作的工具。

从宏观上改变文化创意环境

也许，民间工艺领域的这种现象
也是当代文艺界原创乏力的一个缩
影。在文学、影视等更具个性的领域
都尚未走出模仿和跟风的怪圈的情况
下，对个体的民间艺人提出这一要求
似乎太苛刻。相反的，从宏观上改变
文化创意环境或许更加可行。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罗杨指出，民间工艺包罗万象，是
大众的生活的民俗的艺术，宜于选择
在政策影响有效的范围内，运用评
奖、展览等杠杆进行宏观引导，比
如，国内各种针对民间工艺作品的评
奖活动，要倡导原创，敢于舍弃那些
虽技法纯熟但原创不足的作品，这样
才能鼓励我们的艺人由技而艺、由艺
而道。

当前，机器产品的日渐冰冷让人
们把目光投向了手工技艺的温情，这
也让民间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把工艺真正当做手工的艺术来对待，
已经成为不少艺人的追求，但这种艺
术创作还需法律来保驾护航。在长
春、烟台、合肥、开封等地的工艺品
博览会上，不少展位都设有“谢绝拍
照”的提示牌，因为这些作品都是艺
人精心创作出来的，很容易被拍照、
复制，以至于很多艺人在现实面前宁
愿模仿前人的美术作品，而不是呕心

沥血去搞原创。完善对民间工艺作品
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原创者的利
益，提高抄袭者的成本，这也是鼓励
民间工艺原创性的重要杠杆之一。

不过，民间工艺从业者人数巨
大，文化素养和艺术境界参差不齐也
是不争的事实，有针对性地对民间
艺人进行培训交流十分必要。由于
民间工艺种类繁多，从业者遍及全
国，像去年的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人
培训班虽然很有意义，但远远不够，
急需发挥中国民协系统以及专业院
校、社会机构的合力，在提高艺人
的艺术境界和原创意识方面多做文
章。一件工艺作品的价值、材料和
技法固然重要，而承载其上的艺术
境界才是核心竞争力。

让艺术从生活中走来

在河南首届民间工艺美术展期
间，笔者曾看到一组精彩的烙画，将
传统乡村图景配以木板烙画特有的色
调，自然流露出隐约但绵长的怀旧情
绪。但究其根底，却是以他人的摄影
作品为底本进行“创作”的，因此观
众所体验到的，是摄影者的心灵，而
不是艺人的，虽然后者可能对这种场
景更加熟悉。

实际上也是如此，广大的民间艺
人大多数都处在生活的最深处，有更
多的机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用身
边的泥、木、石、竹、布、纸……创
作出独具个性的工艺作品。

如何化腐朽为神奇，所需要的是
“模仿”生活、表现生活，而不是模
仿他人，这样民间工艺才不至于误入
歧途。

近日，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决定

将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无偿送交

中国。这两件圆明园兽首的回归将

在今年的 9、10月份完成。这次事

件再次引发了大众对流失海外文物

的关注。

流失海外多年的圆明园鼠首、

兔首将踏上“回家路”，但这条“回

家路”却走了 153年。这不禁让人

唏嘘，再次展开历史的回忆，去追

述那段断裂的历史。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

是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海晏堂前喷

水池的一部分。这组铜像由意大利

籍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设计，清宫

廷匠师制作。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

期间，英法联军把圆明园化为灰烬，

劫掠走了十二生肖兽首和其它众多

圆明园珍宝。从此这十二生肖兽首

命运多舛，遭遇各异。目前已有 5

尊流落海外的兽首回归中国，鼠首、

兔首即将回归。但龙首、狗首、蛇

首、羊首、鸡首这 5尊铜像至今不

知在何方。圆明园文物的境外漂流，

不过是大量中华文物流失的典型写

照，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目前

流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已超过 1000

万件。

如今，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中

的青铜鼠首和兔首即将回归，对这

两件文物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如

何估价？

皮诺家族表示将向中国政府无

偿送交鼠首和兔首后，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宋新潮在表示谢意时说，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对中法两国有

着不同寻常的含义。历史无法改变，

或许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还有

某些差异，但我们今天的努力，不

仅在续写历史，也在改变历史。皮

诺家族宣布捐赠两件兽首的意愿，

又为这两件文物增添了新的含义。”

如今，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已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社会的快速

发展带来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即

古老文明如何保持历史连续性的问

题。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们不需要

虚假的历史主义，也不需要所谓的

“拟古主义的心理”。一切历史都是

现代史，因此，为了保持历史的连

续性，我们需要尽心尽责保护好历

史遗迹、历史文物，尽最大可能保

留下真实的历史样式，留住历史记

忆，不让自身与历史、传统之间产

生更大的裂缝和距离。

因此，兽首回归事件引发的讨

论，让大众在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历

史知识的回忆中，能够更好地审视

自身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这对大众

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教育，强化了人

们对未来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精神，

增强了文化自觉，也将带来文化自

信。

凤凰古城曾因“中国最美丽的小

城”蜚声中外。近日，这座“小城”却

在多方利益场的裹挟下深陷舆论泥潭。

先有 4月 10日凤凰官方一意孤行施行

“门票新政”；接着 19日的民建大火和

5月1日的吊桥惊魂；而“五一”期间

“寒碜”的游客量和力推的仿古新镇

“烟雨凤凰”的豪赌行径，更让人们不

得不再度拷问凤凰发展模式。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大力发展

第三产业的大旗下，古镇生意经大行其

道。过去数年，江浙的周庄、乌镇、南

浔、同里，安徽的宏村等，都已在文化

的带动下成为资本涌动之地。昔日沈从

文笔下静默深沉的边城凤凰，也一样成

为这桩买卖的主角。

过度商业化让当地古迹伤痕累累，

凤凰也并非孤例。正如冯骥才所说，套

路化的旅游带来的一定是粗鄙化的旅

游，同时使各地古城和古村落的文化遭

到了彻底的破坏。原有的文化生命被瓦

解，固有的文化魅力荡然无存，只有布

景般的模样，没有真正的个性与气质。

凤凰古城历经 300多年的风雨沧

桑，古貌尚存，是历史遗存下来的文化

瑰宝。我们需要共同维护的是一个纯美

的、质朴的古城，一个能够休憩心灵、

感悟生命的地方，而不是一个被当地政

府和开发商绑架的收费工具。此所谓竭

泽而渔。

作为新疆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
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丝绸之路沿线
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联系新疆南部与中国
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的吐峪沟石窟寺，
其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日前结束，发掘出土
大量壁画残片，并清理出中心回廊柱等洞窟
遗址。

吐鲁番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龙表
示，是次第二期考古发掘从今年 ! 月初开
始，为第一期考古工作的延续，发掘面积为
"## 平方米，发掘区域主要集中在吐峪沟沟
口的地面佛寺，以及吐峪沟石窟寺西岸石窟
群北部。$%&% 年至 '%&& 年，吐峪沟石窟寺
遗址实施了首期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
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纸质文书等文物。

此次发掘从吐峪沟石窟寺第 &'窟开始，
一直往北，在清理中，发现大量壁画残片，
清理出中心回廊柱和一座圆形塔，以及大量

僧房窟、禅窟等。本次挖掘，主要
解决了吐峪沟石窟寺西岸洞窟的形
态布局，并对原本认定错的洞窟进
行了修正，考古学家还将对出土的
壁画残片进行修复。同时，出土的
壁画残片和发现的壁画，反映出多
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此
外，吐峪沟石窟附近的传统民居建
筑使用至今，其建筑技法、构造形制在中国
生质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据王龙介绍，吐峪沟石窟寺的发掘为人
们系统了解和复原吐鲁番地区古代寺院的形
制布局提供了全新的材料。以前有学者认为
佛教石窟是一种孤立的建筑存在，通过此次
发掘，发现石窟只是当时所建寺院的一个组
成部分，只是后来寺院被毁，只剩下洞窟。

考古学者认为，本次发掘对重新认识吐
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

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
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已发现
文化遗址 '%%余处，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的
! 万多件文物，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吐
鲁番至少使用过 &( 种以上的古文字、'" 种
语言，大量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番是世界
上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
化、伊斯兰文化四大体系的交汇点。

（据中新社报道）

黄檀硐属浙江省温州的乐清市
城北乡辖区，位于东部沿海乐清城
西北的温州市级风景名胜区———灵
山境内，海拔 !%%多米，距城区约
一小时山路车程。'%%) 年被评为
首批“中国景观村落”。

黄檀硐地处山谷底部，环村皆
山，悬崖峭壁。除东南西北各设一
处寨门 *目前仅存西寨门与东寨
门+ 外，别无途径可以出入。优美
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封闭的地理位
置，使得这里颇有世外桃源的意

境。村东有五龙谷瀑布和关公洞，
西有西龙瀑和古城门，南北两边均
为高耸百米的陡峭石壁，因风化形
成千姿百态的象形山石、山峰和洞
府。古村落空间布局上村、田一
体，分区清晰，形态完整紧凑，城
门、村口、街巷、沟渠、宗祠、庙
宇、院落相映成景，溪流穿村，石
桥横卧，巷道纵横交错，院落毗邻
相接。俯瞰古村落，山色、石质与
黑瓦、石墙、木板壁的古屋宛若天
成，其完整性和原真性较为罕见。

黄檀硐村有着 (%% 多年历史。
该村村古、林茂、水美、石奇、洞
怪，村内古屋、古庙宇、古祠堂、
古匾、古木雕装饰，以至古老的习
俗文化尚存。这里分布的大大小小
的建筑，均采用来自周边山上扁平
如年糕的石块砌墙。这些未经人工
雕凿的石块，以一副原生态垒出拙
朴的风格，美其名曰“凤凰尾”，
后又叫“玉米墙”。村落内建筑仍

大多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民宅，具
有明清建筑风格，多为三合院，具
有木石的天然本色。院墙多以原始
石块叠置而成，有花式纹理，浑
厚、封闭。建筑门窗、石雕门楼开
启一律面向各自院内。建筑石材基
部，木结构屋身，屋顶为小青瓦。
从群体布局看，古民居因势而造。
石台阶在原始山石墙民居间折上或
折下，形成夹道小巷，时而闭塞，
时而开敞。

历史上黄檀硐村曾在乐清富甲

一方，其经济发展主要靠靛青染料
制作。千百年来，按照生产流程，
夹缬（蓝印花布）在温州形成几大
中心。而作为染料的靛青，公认以
产自乐清黄檀硐的为上乘。其原因
有二：一是黄檀硐人在打浆的时
候，具有用舌头辨别靛青水的酸碱
度的技能；二是黄檀硐山高、风
凉、水好。据说历史上黄檀硐种植
蓝靛最盛时达到 '%%多亩。这种堪
称印染工艺活化石的靛青提炼工
艺，在当地因后继无人已濒临消
亡，村民现以种植水稻、番薯、生
姜和茶叶等农作物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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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古石奇 林茂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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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古城:
丢了传奇求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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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峪沟石窟寺
出土大量壁画残片

壁画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