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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日常生活中世代相传，成为绝世瑰宝。然而近年
来，随着非遗传承人日渐老去，一些瑰宝却逐渐陷
入了传承断代的窘境。

“现在全国有 87万项非遗产品目录，一方面看起
来数量很多，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传承人在不断离
世，传承人一旦没了，很多非遗就没有了。比如北京市
的调查显示，非遗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大约65岁，这些
人的保护、非遗的抢救和传承，的确是个大课题。”9月
22日下午，在由民进中央主办的“非遗传承与保护研
讨会”上，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这样感慨。

与此相印证的是，次日举行的文化部第三季度
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到今年 8 月，全国已有
250多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相继去世。非遗传承人
的培养跟不上趟，形势严峻。

不如开出租挣钱，传人的儿子都不愿意学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自己在经济上是没
问题的，有退休金，国家再补助一点就够了，关键
是下一代，怎样才能让更多人才脱颖而出，传承技
艺。”国家级非遗北京绢花的代表性传承人金铁铃
说，他的困惑，也是很多非遗传承人担忧的事情。

“平阳麻笺是采用古老技艺纯手工制作的，但是
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一张纸要经过12道工序。”平阳
麻笺传承人梁虎说，“现在，在推广中我们遇到很多
困难，即使我们出高工资也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
他们不愿意受这份苦。我们社里由我培养出来的最
年轻的工人已经50多岁了，社里工人平均年龄在65
岁以上，传承问题令我们非常着急。”

金马派风筝传承人吕铁智说：“靠非遗为生的人
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有一份工作，作为业余爱好来
做。我师父有一儿一女，他们都没有学这个，师父
的儿子说，干了半天又刮竹子又画画，还不如开一
天出租挣钱呢，干这个养活不了自己。”

先抢救那些最濒危的、面临失传的

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协民间
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认为，对非遗
及其传承人应该实行分类保护。

“传承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乡土社会
中传承的，另一类是在市民社会中传承的，现在对后
一类的关注比较多，而对乡土社会的非遗及其传承人
的保护缺乏足够的关注；对与物质文化关系密切的非
遗关注较多，而对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非遗关注很
少。实行分类保护，已经迫不急待。”刘锡诚说。

保护要有规划。朱永新认为，特别是对于濒危
的、面临失传的非遗，应该有一个清单，要做规
划，先抢救那些最濒危的、面临失传的，比如一些
传承人去世了就没有了的非遗，至少要做纪录片，
留下影像资料。

还得有激励机制。梁虎建议，每一个传承人都
是很珍贵的资源，应该建立一套详细的激励机制，
分别奖励补助。

每一个民间文化作品都依附在民俗活动中

在现代社会中，有的非遗在日常生活已经渐渐
淡出，但仍有很高的艺术人文价值。因此，有专家
认为，非遗本身也应该走向市场，才能保持其活
力。但是，走向市场，本身又面临着传承与创新之
间的矛盾。所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传统教育和
社区环境的养成、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让人们从
小就对非遗有兴趣和情感，从而成为广义上的传承
人群，而不是仅靠着几个传承人去做。

当吕铁智带着一帮人做出风筝走向市场时，发
现商业化之后，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做好东西。“因
为你的脑子全在市场上，人家喜欢什么你做什么，
这样就不会做出更好的东西。而且顾客通常是用钱
来衡量东西，所以，我常常困惑，到底是应该把手
艺更商业化还是精益求精地去创作。”吕铁智说。

吕铁智觉得，传统的传承是师父带徒弟，但更
重要的还是要做现代传承，应该让孩子们从小就知
道，每一个民间文化作品都依附在一个民俗活动
中。“一个东西有了普及才能有提高。现在大家都放

‘屁帘儿’风筝，你不可能让孩子们喜欢做工精良的
沙燕儿风筝。”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萧放看来，
如果生活中的一些仪式活动需要某些民俗产品，这
些民俗产品自然就有了生存的可能。这就是社会环
境的问题，也是社区习惯养成的问题。

在未来数年内，中国将“大力发展网络
文艺”。这是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上释放的重大信号，并写明在《关于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之中。事实上，早
在去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打破惯
例，邀请 2名网络作家参加。这被视为中央
高层对网络文艺极为重视的一大信号。

在“网络是重中之重”的时代，网络文艺日
渐成为中国文化政策的关注焦点。什么是网络
文艺，它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如何，备受关注。

网络文艺走过16年

网络文艺到底是什么？目前，学界并无
精确的定义。而提起它的具体形式——如网
络小说 （文学）、网络自制剧、网络动漫、
依托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等，大部分网
民都不陌生。

从1994年4月20日互联网接入中国，到
1999 年网络文学代表作 《第一次亲密接触》
出版，从依托传统出版行业到线上自负盈
亏，网络文艺的发展道路越走越清晰，创作
和盈利模式也日趋成熟。而 1999年这一年，
可称作网络文艺元年。

依托中国庞大的网民数量，到现在，网
络文艺的用户和产业规模已蔚为大观。以网
络文学为例，来自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的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收入
规 模 达 46.3 亿 元 ， 较 2012 年 大 幅 增 长
66.7%。预计在 2015 年，网络文学整体市场
规模将突破 70 亿元；截至 2013 年底，网络
文学用户达到4.3亿人。这意味着，3个中国
人中有一个是网络文学的读者。

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也大都
获得市场认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有
114 部网络小说的影视版权被购买，其中90部
计划拍成电视剧，24部计划拍成电影。

网络文艺发展分前后两个阶段。北京大
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分析称，2003年网络
文艺“VIP制度”的建立，是网络文艺的一
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网络文艺属于文青
阶段，特征尚不明显，而“VIP制度”的建
立，则使网络文学形成了一套依靠网络生产
内容、获得利润的机制。

以今年上半年热播网剧《盗墓笔记》为
例，该剧定档于6月12日由爱奇艺网独家首
播，每周五更新一集，但爱奇艺VIP会员在
7 月 3 日就可以观看全集，这为该网短时内
吸引大量付费VIP用户。

网络已逐渐成为一批作者和作品实现名
气发酵和商业价值的重要平台。与之相伴，
网络文艺创作和其衍生品开发，在近几年呈

现井喷之势。
2013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2012 年最火的电视剧 《后宫
甄嬛传》，2011 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 《失恋
33天》，近期 《花千骨》《盗墓笔记》《云中
歌》《琅琊榜》《鬼吹灯》等炙手可热的影视
作品都改编自网络文学作品。网络小说的衍
生品涵盖了电影、电视、话剧、图书、音
乐、游戏等多种大众艺术的表现形式。

网络文艺有5个特点

粉丝文化是网络文艺的重要特征。邵燕
君认为，网络文艺所独有的粉丝经济和粉丝
文化，是实现“VIP制度”的关键所在。以成功
改编为影视作品并收获大批观众、取得良好
商业效应的《何以笙箫默》和《盗墓笔记》为例
——两部作品的前身都是网络连载小说，连
载时即获得大批的读者粉丝，作者与小说粉
丝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改编为影视作品
之初已经拥有相当的受众基础，推出之后在
收视率和社交网络话题热度上也都成绩不
俗。

网络文艺有明显的草根性。从其创作主
体看，网络文学的写手，大多并非原先的职业
作家，而是一些钟情文学写作的平民写手。典
型的网络文学作家，如痞子蔡是工科研究生，
邢育森是工科博士，安妮宝贝学的则是经济
学。网络的低门槛，使得全民都可以书写自己
的情感，“草根味”十足。

网络文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娱乐性。
这主要体现在题材上，相比传统文艺的相对
严肃的题材，穿越、盗墓、仙侠等网络文艺题
材“脑洞更大”、娱乐性更强。刚刚完结的58集
仙侠奇幻大剧《花千骨》是由同名网络小说改
编而来，在该剧的播出期间，社交媒体持续引
发了对该剧场景、主演造型、对白等的讨论，
相关话题多次占据微博热门排行榜前三名。

《花千骨》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艺形式，成为
一种娱乐现象。

读者年轻化是网络文艺的另一特点。网
络文艺的读者主要为“80后”、“90后”年轻一
代，能够在网络上实时更新连载小说，又能在
看剧的同时参与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伴随着
网络文艺的成熟，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
也步入社会，有独立的经济支配能力，同时也
可以随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艺作品类型，
他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网络文艺受众的主力
军。在读者与作品的双向互动之下，网络文艺
方兴未艾。

网络文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日趋与资
本对接。作为文艺和市场接轨的典型代表，当

前的网络文艺正朝着投资更高、制作更精良
的方向发展。以搜狐视频和唐人影视联合制
作的民国玄幻季播网络剧《无心法师》为例，
该剧投资成本 4000 万元，其中特效就占了
800万元，制作精良，并创下7.1亿人次的播放
量，在豆瓣网上的评分是8.6分。

长期从事互联网视频工作的霍亚男说，
去年，网络自制剧单集成本过百万的只有《匆
匆那年》和《暗黑者》。而今年，仅搜狐视频单
集制作成本过百万的自制剧就有6部。

制作成本的不断攀升源于市场和观众的
需求。观众想要看到越来越好的内容，制作方
就得加大投资力度。观众欣赏水平提高，需要
好作品，好作品受到观众欢迎，收获口碑和利
润，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接地气”也“高大上”

发端于草根的网络文艺，娱乐性和现代
性元素极为明显。但是，一味的娱乐、消遣，也
会带来追求短平快、一味逐利等问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
鸿直言：“网络文艺最早是民间自发的创作行
为，因此文艺品质良莠不齐，不可避免地存在
粗糙、粗俗、粗鄙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规范，加以制
约。十八大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网络
出版、网络视听节目制作播出的相关管理规
定。网络文艺并非“法外之地”，对网络文
艺的规范越来越细。

当然，规范网络文艺，要尊重网络文艺的
发展规律，顺应互联网传播的大众性、便捷性。

除了硬性的制度规范，软性的引导也是
需要的。如何引导网络文艺的发展？尹鸿
说，政府主要是从正面积极引导网络文艺的
发展和繁荣，鼓励网络作家创作出更多无愧
于民族和时代的精品。

邵燕君表示：“最好的方式是因势利
导，引导网络文艺寓教于乐。网络文学最基
础的功能还是‘乐’，‘教’是目标而不是目
的 ， 如 果 我 们 所 有 的 ‘ 乐 ’ 都 是 为 了

‘教’，那么可能会把文艺搞死，反而达不到
目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就是快乐
文学，它可以承担德育形态的职能。”

知识界也应当发挥引导网络文艺的作
用。有分析指出，目前文学精英和思想精
英，在互联网的文艺生态中创作和发声的意
愿、本领都明显不足，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对网络文艺作出有数量、有质量的评价、研
究，挖掘其中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积极作用
的部分，加以关注和解析，促成其高效传播
和正面影响，是知识界的分内之责。

一天，孔子和众弟子乘坐马车到一个地方去讲学，见前
面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在路上堆土玩，子贡便大喝一声，赶
车轧过去，可是那个孩子把路一挡，高声叫道：“站住，前有
城池在这儿，过不去了，你们退回去绕道走吧！”子贡赶紧停
住车，没好气地大声嚷道：“你这顽童休得胡闹，这是孔夫子
的车，快放过去！”“不管谁也得讲道理，我来问你们：到底
是城躲车呢还是车躲城？”小孩有板有眼地说。

大家被问得张口结舌。子贡又气又急正要发作，这时孔
子从车上走下来忙拦住说：“小孩讲得在理，你们不要乱
来。”说着，孔子走上前对小孩鞠躬施礼道：“神童在上，老
夫有礼了。我们有要事在身，万望高抬贵手，借个路让我们
过去吧！”小孩问道：“你们有什么要事呀？”“周游列国呀。”

“那周游列国又是作啥呀？”“讲学传道啊。”“讲学传道就得有
一套本事和才学，那你知道些什么呀？”孔子回答道：“不是
老夫夸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事我都略知一二。”小
孩又问：“那你知道自己的眉毛有多少根吗？”孔子说道：“眉
毛本人又看不见，怎么能知道呢？”小孩眼珠一转，接着问：

“嫌眉毛看不见，那天上的星星看得见，你知道有多少颗
吗？”“天上的星星浩如烟海，那又如何数得过来呢？”孔夫子
为难地说。小孩笑着说道：“呵，你又嫌多，那日头就有一
个，早晨像冰盘，晌午赛玉环，我来问你，它离我们什么时
候近，什么时候远？”孔子想了半天还是回答不上来，便诚恳
地对那个小孩说：“本人才疏学浅，以上事情确实不知，愿拜
你为师，望多指教。”说着，磕头便拜。

后来孔子以此事教导众弟子说：“不要强不知以为知，要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莫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点评：
孔子德高望重，受人尊敬，路遇玩童不让道，非但不生

气，还有礼有节与之协商，足见孔子平易近人之处；小童顽
皮聪明，向孔子提出匪夷所思又句句在理的问题，孔子能答
则答、不能答就谦虚请教，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这是孔子治学严谨的一面；孔子见小孩能提出看似简单
然则深奥的问题，便磕拜为师，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
是孔子虚心好学的表现。孔子有超乎常人的谦虚、平易、好
学、严谨等高尚品质，被人们称之为“圣人”。知识是无限
的，而人的时间和精力却有限。每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如
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我们即会进步。

（选自《中国传统故事百篇》）

非遗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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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晓楠有

不
少
粉
丝
、草
根
性
、娱
乐
性
、读
者
年
轻
、与
资
本
对
接

中
国
网
络
文
艺
有
五
大
特
点

杨
霖
怀

吴

倩

中
国
传
统
故
事

孔子拜师

《盗墓笔记》

《花千骨》

《琅琊榜》《琅琊榜》

10 卷本 《肖复兴文集》 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
版，日前在太原举办的第 25届全国书市上举办了该
文集的首发式。此套文集只选取作者散文随笔部分，
连缀起作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30余年文学创
作的轨迹。除《父亲母亲》卷和《老院记事》卷是新作
外，其余8卷是从作者出版的多种散文随笔集中精选
而出，包括《音乐笔记》《蓝调城南》《八大胡同捌章》

《我的人生札记》，其中多篇文章被选入大陆、香港和
新加坡等地的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和考试题目。肖复兴
是新时期之初出道的知青作家，曾经得到过叶圣陶先
生和叶至善先生两代前辈的帮助，其文笔朴素生动，
善于从常人忽略的细节出发，触动心灵深处，捕捉人
性幽微变化，钩沉时代变迁。 （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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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克拉玛依之歌》，一个是作曲家吕远
1958年创作的歌曲《克拉玛依之歌》，在大江南北
广为传唱，人们从这首歌知道了新疆克拉玛依这
个地方。一个是美术家韩美林2014年创作的雕塑

《克拉玛依之歌》，如今已经成为克拉玛依的新地
标，成为代表克拉玛依形象的标志之一。

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
到这里来驻马我瞭望过你
茫茫的戈壁像无边的火海
我赶紧转过脸 向别处走去
啊克拉玛依 我不愿意走进你
你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
啊克拉玛依 我不愿意走进你
你没有歌声没有鲜花没有人迹
啊克拉玛依 你这荒凉的土地
……
今年我又赶着马群经过这里
遍野是绿树高楼红旗
你那油井像森林
红旗像鲜花歌声像海洋
啊 克拉玛依
你这样鲜艳 这样雄伟 这样美丽
我要歌唱你 我要跑近你

你是大西北的宝石
啊 克拉玛依我爱你
吕远创作的这首《克拉玛依之歌》表现了克

拉玛依建设者在荒凉的戈壁滩艰苦创业的历程。
“克拉玛依”是维吾尔语“黑油”的译音，这是世界
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如今在克拉玛依的黑
油山景区还有最早发现石油的维吾尔族老汉赛
里木的塑像。1955年7月，由8个民族36名工人组
成的青年钻井队挺进克拉玛依，这里荒芜人烟，
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最高温度超过 50摄氏度，冬
天低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用水要到 40 公里外用
骆驼驮，十三级大风能把帐篷刮起。就在这样的
环境里钻井队开发出了克拉玛依一号油井。1960
年，克拉玛依产油量达到160万吨，成为当时中国
最大的油田。

如今的克拉玛依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
韩美林创作的雕塑《克拉玛依之歌》与这个城市
的现代气质相吻合，以凤凰为整座雕塑的基本形
象，由下至上分别为八凤、四凤、一凰的三层结构。
雕塑主体高 58米，其中，最上层的凤凰造型高 16
米，翼展宽8米，主体为钢结构骨架。这一雕塑创作
灵感来自克拉玛依三代石油人的奋斗历史。其顶部
的凤凰形象，象征着克拉玛依经过老中青三代石油
人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升腾的过程；贯穿上下
的喷柱则代表了克拉玛依的石油特色。整体雕塑寓
意克拉玛依吉祥如意、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傍晚徜徉在市中心的文化一条街，当地的市
民在这里休闲娱乐，有在广场跳舞的，有在戏馆听
戏的，有在画廊赏画的，其乐融融。位于文化街前
段，总长150米，高5米的艺术浮雕墙，共雕塑了98
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克拉玛依油田地质
生成、开发建设和美好前景的丰富内容。文化街中
段的民族艺术长廊，共有26个男女人物雕像，均用
汉白玉雕成，分别介绍了新疆13个主要民族的相
貌特征、服饰装束和文化习俗。在这里可以看到今
天的克拉玛依人安居乐业的一个侧面。

克拉玛依人的信念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将不现实变成现实”，今天的克拉玛依人正在为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石油中心——世
界石油城的目标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