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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沥雨水中，模特们身着云锦华服，撑着油纸伞随音乐走
过，仿佛一幅画卷，又有着浓浓的诗意。在近日于千岛湖召开
的首届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上，这场非遗服饰秀引发
人们关注。

精美服装的背后既有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情怀，又有产业发
展视角与空间。伴随着非遗传承方式的创新，产业外延也不断
拓展，越来越多的传统技艺走出博物馆，开辟出产业发展的新
天地。

千年技艺的重“新”相遇

要将千年技艺薪火相传，融入现代生活，核心在于一个
“新”字。随着技术、模式和方法的创新，非遗正在“旧貌换新
颜”，与人们重“新”相遇。

共享经济就为非遗贴上了时尚的标签。打造图案数据库，
搭建互联网平台，聚手艺人、制造者、设计师于其中，依文中
国手工坊不仅为数千名绣娘作品在全球舞台上寻找“伯乐”，也
让非遗产品变为“新时尚”。目前，中国手工坊已与上百家企业
合作，非遗绣艺渗透进服装、家纺、书本、钱包等产品，有的
甚至作为元素吸纳进壁纸、地毯甚至品牌标识中，进行二次开
发和创造。

剪纸、篆刻、青瓷烧制……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因共享经
济找到传承发展的“突破口”。

国内奢侈品服务平台寺库创始人李日学说，目前有600余个
拥有非遗技艺的原创设计品牌与寺库合作，通过设计、包装、
渠道等协同制造，提升附加值。

概念的注入也为非遗赢得更多年轻粉丝。“我们正用年轻人
的视角重新定义丝绸。”杭州万事利集团董事长李建华说，万事
利将丝绸化为载体和内容平台，变“卖产品”为“做文化”，毛
利率超过50%。“不久前与网游公司合作，通过丝绸展示游戏场
景，500条丝巾半秒钟销售完毕，这在过去难以想象。”他说。

体验经济也是不少企业的选择。传统手工体验旅游正在兴
起，让非遗产品不仅成为人们眼中“看得见的风景”，更是“带
得走的情怀”。

“产品越接地气，市场越会做大，企业也将不断加入，人们
对非遗就有更多的共鸣。”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陈通说，创新让非
遗传承进入良性循环。

“美丽经济”彰显“加法”逻辑

非遗传承不仅是值得尊重的事业，更是“美丽经济”。用好
创新法宝，重解“供需”方程，就能带来“1+1>2”的效果。专
家认为，不论是搭建多元化产品体系，还是改变商业模式，无
一不将“保护链”与“产业链”衔接，探索“加法”逻辑。

首先是“＋生活”。“传统手工的核心就是个性化制作，代
表着精品和匠心的非遗就是对消费升级的诠释。”对外经贸大学
教授张梦霞认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个性
化产品和服务迎来风口期，非遗要抓住机遇，成为品质生活的
一部分。

其次是“＋科技”。非遗的传承引发年轻人关注，科技元素
必不可少。通过在产品中引入虚拟现实等方式，越来越多的设
计师和制造商借助科技做好非遗产品，讲好“非遗故事”。“寺
库也将非遗品牌提炼为概念或文化标识，通过社交媒体争取年
轻粉丝。”李日学说。

如果说对需求端的争取是扩大影响力，那么对供给侧的传
承则为了留有“源头活水”。非遗项目很多存在于少数民族地
区，和扶贫“做加法”也带来了经济效应。国家级非遗蓝印花
布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认为，建立“以手艺带农户、以农户带
农村、以农村带基地、以基地带销售”的经营模式，可让非遗
传承获得脱贫动力。

归根结底是“＋文化”。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
说，非遗中积淀的文化内涵是产业发展的潜力所在。“所有的制
造、品牌、模式，归根结底都是文化传递。做好文化加法，非
遗保护和产业发展将迎来双赢。”

薪火相传还需迈过几道关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认为，我国的非遗保护
传承仍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虽然市场空间广阔，但也存在不
少挑战，需要在实践中化解。

留住手艺人，是摆在现实面前的最大难题。要有商业驱
动，要让匠人们有获得感。吴元新说，如何平衡个性化生产与
大规模市场需求，找到更多生产模式和商业出口，需要政府、
企业家、非遗传承人不断思考和尝试。

正确体现非遗价值，也要在创新中探索。非遗凝聚着时间
和情感，拥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既需要市场、商业“慧眼识
珠”，也需要营造尊重手工业的社会氛围。“推动非遗时尚化、
产业化、国际化，提升附加值和商业价值，是出发点和落脚
点。”陈通说，目前非遗的传承开发多以制造业企业、设计师工
作室、传承人手工坊为主，需引入更多市场主体，将新技术、
新模式与其对接。

守住非遗精神，是非遗传承的要义所在。饱含坚守、诚
信、执著的非遗精神对一国制造乃至社会发展来说弥足珍贵。

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要将品牌意识、工匠精神、民族文
化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夯实基础，补齐短板。

记者：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关键
首先在哪里？

范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首先应与高
科技深度融合。3D、VR、AR、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技术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并将产生更深远
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好
似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犹如一体两翼，
跨界腾飞。科技进步促进文化大胆创新，文化创
意与科技创新又是跨行业、跨领域产品创新的两
大动力。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新技术的革
新迭代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科幻作家刘慈欣
的小说 《三体》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登上话剧舞
台，舞台利用3D、纱幕成像、视听特效、虚拟现
实元素、无人机等技术手段进行幻觉设计，一流
的视听效果、极致的舞美设计颠覆了传统舞台剧
的呈现方式。青少年是极具创新活力的典范，科
技元素是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关键，《哈利波特》
让青少年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让无法实现的愿望在虚拟世界得以实现，从而风
靡全世界20年余年，畅销至今。

同样，科技作为一种表现形式，也会为文化
产品赋予新的内涵。2017年 8月，中央电视台综
艺频道推出七夕特别节目 《天下有情人》，以

“歌颂爱情”为主题，以发展和延伸传统文化为
主线，运用科技手段讲出中国故事，解读了幸福
家庭和浪漫爱情的向上密码，科技成为助推文化
内涵深层挖掘与表达的强大力量。

记者：如何提升民众的参与度？
范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我们

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
正所谓高手在民间，我们应该大力挖掘民间艺
人，盘活民间文艺力量，让创新创造活力在广大
人民群众之间不断迸发，生根发芽。

中央电视台的王牌节目 《星光大道》 为民间
歌唱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涌现出以阿
宝为代表的大批优秀艺人；《中国诗词大会》 以
海选方式从民间选拔诗词爱好者，使得一大批诗
词爱好者从民间脱颖而出。同样，传统手工艺的
发展传承也离不开融合创新，许多民间艺人发挥
自身创造性，将传统文化创新融合，成效显著。
江西景德镇创作“新派”陶瓷的年轻陶瓷艺术家
徐涛，将西方绘画风格与中国画手法结合起来的
瓷板画艺术家魏巍，其人、其作都获得了很多年
轻收藏者的关注。

记者：为什么要着重培养青年人的创新创造
意识？

范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从娃
娃抓起。创新创造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而青年人则是未来创新创造的重要力量。因此，
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培养青年人的创新意
识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激发孩子的创新精神。营造民主平
等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在轻松的家庭环境中获得
开放的思维与愉悦的心境。要鼓励孩子学会质

疑，敢于挑战权威，培养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
其次，要培养孩子的思维创新能力，包括思维想
象力、求异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后，引
导孩子的创新行为，鼓励孩子将创新想法付诸实
践，从而不断提升孩子的创新能力。当然，这有
赖于教育理念的更新与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创
新。同样，高中生、大学生等青年人也应努力提
升自己的创新创造能力。要努力搭建平台让更多
的青年人投入到文化创新的事业中来，激发青年
人的创新创造活力。2016 年腾讯联手故宫，以

“NEXT IDEA腾讯创新大赛”为平台，以故宫博
物院经典IP形象、相关传统文化内容为原型，围
绕赛事主题，通过跨界合作和创新人才培养等方
式，探索传统文化IP的活化模式，以期借助互联
网和新技术的平台，把故宫所拥有的优秀文化资
源用富有创意的方式普及开来、传递下去，培养
更多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年人。

记者：我们谈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什么发挥
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市场？

范周：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新发展理
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对于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而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的决定性作用不可或缺。在这一过程中，要努力
打造行业“独角兽”企业，打造一批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文化创意品牌，为行业内其他企业的
发展树立榜样。

例如，华谊兄弟是行业内知名的综合性民营
娱乐集团，在过去22年间不但创造了多个票房奇
迹，也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各大电影奖项，先后
推出了百余部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电影作品。作
为影视行业的“独角兽企业”，华谊兄弟一直引
领中国影视产业。2017年，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
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第一股。
阅文集团以数字阅读和优质IP双核驱动，占据中
国网络文学市场过半的份额。在腾讯泛娱乐产业
布局中，这间专注网络文学产业的公司是极重要
的内容生产源头。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日渐成
为资本的新宠，其所衍的优质IP创造了巨大商业
价值。影视剧 《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欢乐颂》《后宫甄嬛传》等均是网络小说成功改
编的案例，成为行业标杆。

文化自信大家谈⑥

范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采访人：本报记者 苗 春

嘉 宾：范 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向我们提出的新

使命、新要求。本报独家对话范周教授，听他阐述为什么

必须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

记者：改革开放近4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
大以来，文化创新创造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

范周：改革开放近40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
以来极不平凡的 5年，党和国家建设取得了全方
位、开创性的成就，其中，文化创新创造发展的
成就不容忽视。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文艺
创作、传统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成
绩可圈可点。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构建，公共文化
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公共
文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基层倾斜，覆盖城乡的六
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完善。2012年以来，在
地市级层面，中央财政投入16亿元支持214 个地

市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新建和改扩
建，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县级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等重大改革稳步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取得新突破。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提质增效趋势显著。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始终保持
两位数的增速，初步构建起结构合理、门类齐
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
文化产业体系。文艺创作硕果累累，由高原向
高峰迈进。实施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
和图书出版物“五个一百部”重点创作规划，推
出了 《战狼 2》《马向阳下乡记》《湄公河行动》

《海棠依旧》 等一大批优秀图书、电影、电视

剧、纪录片和动画片，涌现了 《中国诗词大会》
等一大批优秀原创节目。实施“中国文艺原创精
品出版工程”，推出了 《火印》 等一批反映时代
主流的原创精品，满足了人民日益多样化的文
化需求。

传 统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开 创 新 局
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和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 的有关要求不断得到深入落实，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的
生命力、影响力、传播力在实践中得到增强。对
外文化传播能力显著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不断扩大。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
伐不断加快。如2017年深圳文博会吸引了来自美
国、英国、法国等99个国家和地区约2万名海外
客商前来参会，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创新创造中得
到显著提升。

中国文化创新创造已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呼唤文化创新创造

记者：现阶段，文化创新创造的必要性是
什么？

范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是
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发展目标，是我们奉上最好精
神食粮的根本保证，更是破解文化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重要依托。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呼唤文化创
新。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当中，文化的需要不容
忽视。且文化供给的体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

升，但由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的矛盾在文化
发展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并日益突出，成为制约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化需求的关键因素。这种矛
盾突出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与因文化产业工作者缺乏创新意识而导致的文化
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记者：当下，这一矛盾有哪些具体表现？我
们应该进行哪些反思？

范周：例如，我们重视文化产品的数量却忽
视了文化产品的质量，在去年上映的100多部电影
中，仅有两部电影入围全球票房前二十名，国产电
影表现乏力。我们重视保护传统文化，却忽视了

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放眼全
国，如故宫博物院这样能够依靠文创产品实现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案例太少，大部分文
物仍在博物馆中处于休眠状态。

目前我们在引进来的过程中已经学习吸收部
分外来文化精华，但是这种学习是表面化浅层次
学习，缺乏更有深度的系统化学习。以电影为
例，近年来我们学习借鉴国外的电影制作技术，
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为观众制造奇幻的视觉冲
击，但却没有学习到国外电影人讲故事的方法，
没有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来表达具有中
国特色的文化内涵。我们也缺乏全球性眼光，缺
乏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硬本领。美国迪士尼
动画公司推出的 《花木兰》《功夫熊猫》 等影
片，其人物形象皆来自中国，我们却没有用创造
激发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生命。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抓住关键

非遗走出“新”经济
□ 张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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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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