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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影婆娑舞蹁跹

步入“80后”
冯骥才：人生感受才更丰厚

资 讯

书人书事

啃 书

长庆石油员工王军
荣获2022中国诗词大会季军

新书讯

《四海升平》
景泰蓝瓶瓶身高
38 厘米，赏瓶最
大直径 21 厘米，
代表 APEC 的 21
个成员。器型四
面开光，周围以
浮雕吉祥水纹环
绕，象征“四海”，
寓意太平洋，“瓶”
即“平”，整体即
四海升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中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以
下简称非遗）的种类有：传统口头文学
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
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
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
俗；传统体育和游艺；还有其他非遗。
非遗中实物形态的产品主要是非遗传
统技艺制作的产品。

我国高度重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
各地方和各级非遗保护部门更是全面
落实各类非遗的传承保护工作，使得
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有法、有规、有管理
部门和机构。

一方面，非遗传统技艺虽然得以传
承保护，但生产性传承保护始终是个难
题。除了非遗传统技艺制作的食品、
茶、酒、醋等，大量的非遗传统技艺产品
即使制作出来，在市场销售也遇到不少
难题。一些非遗中传统技艺传承或传
习人名气很大，收入却不尽如人意。只
有一些处于“头部”的非遗大家制作的
藏品级的产品能使传承人收入颇丰。

另一方面，非遗传统技艺产品市场
鱼龙混杂。市场上销售的很多名义上
是非遗传统技艺手工产品，实际是用现
代技术制作的。这些假非遗和半真半
假的非遗传统技艺产品，严重干扰了非
遗的传承和保护。比如景泰蓝，有些企
业为了降低成本，大量更换传统材料，
大量增加机器制造部分，减少手工成
本，使劣质景泰蓝充斥市场。

非遗传统技艺的应用既要有利于
传承保护，又要满足现代市场需求，就
要分而用之。目前，利用非遗传统技艺
开发产品主要有四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用非遗传统技艺严格
制作的传统产品，这种模式适合制作传
统产品的中高端收藏品。

另一种模式是非遗传统技艺“创
新”制作传统产品，俗称用机器代替手
工。主要是用非遗传统技艺产品的图
案、器型等，用机器批量仿制。这种模
式在剪纸类型的产品中比较多使用，
用机器制作的传统剪纸图案的产品，
在春节等节庆时很常见。

还有一种模式是非遗传统技艺“创
新”做现代产品。多是部分用非遗传统
技艺，部分用机器，使之形成较大的批
量。这种模式在陶瓷器皿中应用得比
较普遍。

再一种模式是用传统技艺制做现
代产品。从理论上讲，这种模式既适合
非遗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也最有市
场。但在现实中，对传统技艺制作的现
代产品，消费者购买常常并不踊跃，多
数是看而不买。究其原因，主要是选择
的产品方向有欠缺，市场契合度不够。

用传统技艺制作现代产品最重要
的是要选对方向。传统技艺是手工
的，手工的劣势是批量小，产品的一致
性比不了机器，生产速度慢，难形成批
量。优势是变化多，产品容易差异
化。开发非遗传统技艺产品要善于用
优势。如果用传统技艺的手工产品与
机器制造的产品来比批量生产，只能
落得质次价高。如果用传统技艺的手
工产品与机器制造产品比变化，则一定
会略胜一筹。

以景泰蓝为例，景泰蓝从历史上
瓶、盘、碗、炉、圆盒、香熏、鼎等高端实
用品，逐渐成为欣赏品、收藏品。又曾
经被做成烟灰缸、文具盒、纸巾盒、台灯
等，搞得景泰蓝成了大路货，甚至是地

摊货。景泰蓝是非遗传统技艺，首都机
场贵宾厅，2014年APEC会议中心大厅
的梁、拱或是门等，装饰着景泰蓝，既显
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高端大气。即使
依然是用非遗传统景泰蓝技艺制作瓶，
也要做各种现代风格、现代应用的且个
个与众不同的瓶。

经过一层层的细分就会发现，用传
统技艺可制作的现代产品非常多，而且
非遗传统技艺产品的小量、多变恰恰是
最大优势，是完全可以利用的。既能传
承和保护，又可以紧密联系市场。但用
非遗传统技艺制作现代产品，并不是把
非遗传统技艺简化、粗化。要想赢得消
费者，就必须用匠人精神做好每一个非
遗传统技艺制作的现代产品。

非遗产品最重要的是展现传统文
化，进而表达民族自豪感。社会在发
展，消费在迭代，非遗传统技艺产品
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
伐，既契合消费者的应用需要、审美
需求，又体现出非遗传统技艺的现
代应用和美学表达。用非遗传统技
艺制作的现代产品与消费者建立文
化与情感的共鸣，必将让非遗传统
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也使
得用非遗传统技艺制作的现代产品越
来越受欢迎。 □陈斌

非遗传统技艺产品要与时俱进

图为冯骥才完成新书草稿后留念。

陕西虎头帽

知名作家、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冯骥才今
年80岁了。近日，冯骥才两部新作——全彩
图文随笔集《画室一洞天》和中短篇小说新
作集《多瑙河峡谷》出版发行，受到各方关
注。这位在当代中国文坛颇具传奇色彩
的人物却好像没有老，一直保持着进击的
姿态。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
收藏……诸多领域都留下他深深的足迹，
至今仍在创新。

谈年龄：
活久了，人生感受才更丰厚
3月 11日是冯骥才的 80岁生日。杖朝

之年，感受自然不同。
回望人生，冯骥才忆及 20世纪 80年代

初，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自己充满创作激
情，一年写几十万字，身体实在扛不住，忽然

大病一场。前辈作家严文井先生曾给冯骥
才写过一封信，里面的一句话，让冯骥才印
象深刻。

“他的意思是：冯骥才你一定要努力活
得久些。只有活得久的时候，你对人生的理
解才会更深透。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人
生、对命运，对人、对很多事物的理解是不同
的；只有你活长了，把生活的各个面都看了，
人生感受才可能会更丰富，也可能更深厚。”
冯骥才说。

对于 80岁生日，冯骥才也有两个想法。
“一个就是跟我母亲一起吃碗面，这碗面是
特别意味深长的，说不准会让我有所触动写
篇散文。因为母亲今年105岁了，我80岁的
人还能看着我自己的妈妈，太难得。还有一
个想法，是我们学院里边搞一个活动。这个
活动不是给我祝寿，是拿我的生日说事，做
一点研究。”

冯骥才说，有的作家从故乡出生，长大之
后就飞走了，像鸟一样，到社会上闯荡，会有很
多人生的阅历。但自己不同，从出生到现在近
80年基本全是在天津，全是在一块土地上。

谈绘画：
对我来说，画画是更私人化的事情
众所周知，绘画在冯骥才的80年人生历

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被称为他的
“四驾马车”之一。他与韩美林等画家也保
持着长久的友谊。

冯骥十四五岁拜师习画，年轻时以摹制

古画为生，后又转画玻璃
画。他年轻时曾用了一年
零三个月，临成《清明上河
图》长卷，被一位说尽好话
的“美籍华人”携去纽约，
欲求保留照片亦不可得。

与《清明上河图》纠结
几十年的故事，被冯骥才
写在了新作《画室一洞天》中，回顾被“美籍
华人”拿走的《清明上河图》，冯骥才说：“我
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不
过他也自我安慰：“受骗多半源自一种信任
或感动。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并没有人拿走，
还在我身上。”

对于挚爱的绘画，冯骥才还在继续，他
认为，绘画对他是一个更私人化的事情，更
多的是一种个人心灵的感受，一种排遣和抒
发。文学则更多承担了社会的责任，对生活
的思考，和读者一起来认识生活。

谈创作：
给文学留下审美形象
冯骥才的文学成就是公认的，作家也是

他的第一身份。从20世纪70年代伤痕文学
创作开始至今，他一直笔耕不辍。《雕花烟
斗》曾获 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
《珍珠鸟》《挑山工》更是进了小学语文课本
的名篇。

四十年来，冯骥才文学创作不断，也获
得过各种文学奖项。去年 12月 18日，第十

九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还以《木佛》
摘得短篇小说奖，与几代文学人同台，让一
众80后、90后作家感叹。

“我对文学的热爱好像天生一样。”冯
骥才说，当他有了对生活热情的时候，就
必须要用文字表达，那就是搞文学的人一
种天性。

如今，有了充裕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冯骥才发现跟以前的写作有了不同。他说：

“以前我写作可能是更希望跟读者一起认识
生活，现在我觉得就像是回归生活。另外，
我觉得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留
下审美形象，作家对于时代的思考，对生活
的认识理解，包括哲思，都要通过审美形象
体现出来。”

对于未来的计划，冯骥才依然热情满
满，虽已80岁，但他不服老。“坦率地说，我的
心理年龄，包括身体的感觉仍然是 50岁到
60岁之间，想象力和对事物的敏感度也很流
畅，还是热爱文学，热爱文字的审美创造，热
爱笔墨丹青，还是喜欢这些东西。”□张道正

本报讯（方丹 张晓彤）3月 14日晚，2022中国诗词大
会总决赛在央视一套播出，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地质技
术员王军经过多轮比拼，最终荣获季军。

王军在第 3场、第 7场、第 9场比赛中从百人团脱颖
而出，在两两对抗赛、画中有诗、飞花令等一系列激烈比
拼中，以答题正确率榜首身份进入 6强，经过强强对决，
最终取得全国季军的优异成绩。

出生在甘肃陇南的王军，毕业后在陕北石油生产一
线工作，诗词成了他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有效方式和
心灵之友。王军说，在生活工作中他看到的每一种景
色，都能在诗词中找到对应的句子，每
一种情感，都能在诗词中找到共鸣。

《我在清华园听红楼》
樊志斌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曹雪芹纪念馆研究员樊志斌
过去五年间，在清华园街道办举办的《红
楼梦》主题讲座的汇编，共十二讲。

包括《红楼梦》的价值、欣赏研究《红
楼梦》的方法、《红楼梦》写作中的世家精
神、《红楼梦》与北京的关系、从纳兰性德
到《红楼梦》、曹雪芹故居与文物之谜、从
三山五园到《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红楼
梦》中六大支配性人物、《红楼梦》的含蓄
写作与欣赏，以及《红楼梦》中的中国传
统哲学精神等，基本涵盖了《红楼梦》解
读中需要了解的主要基础问题。

在这春的萌动之际，我用了一周时间
赏读王慧诗集《月亮的影子》，感慨良多，
回味无穷。艺术没有代沟，它把朝霞和黄
昏连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我跟着诗人
的笔尖游走，写下读诗的点滴体会，不负
耕耘，不负春光。

现实主义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源泉与根
基。鲁迅先生说：“生在现在却要做给予将
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
幻影，在现实世界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
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
一样。”在现实的原色里加上自己的属于浪
漫主义的创作与描绘，那就是一幅画、一首

诗、一段歌，寄托着自己的心境与遥思。王
慧的诗接地气又不失睿智灵秀，是空气和
水一样穿透心灵的歌。150首诗中有许多
咏叹季节、草木、别离、冷暖的佳句，令人浮
想联翩。

诗人笔下的柴米油盐，生活日常是多
彩的、有情趣的。《宁愿》里写道：“白菜一如
既往的白/高温烫过的汉菜还是/这么好
看。宁愿让青菜跳进油锅/也不愿它在冰
箱里等一分钟/宁愿把生米煮成熟饭/也不
愿加热剩菜……”这里既有科普的味道，也
有对微信泛滥的厌恶。

感受季节的《小雪》《大寒》《小寒》《立

秋》等等都有极鲜明的画面感，寓情于景，
美轮美奂。作者在自序中说：“我很喜欢那
些具有很强现实感的诗歌，因而在写作中，
我将日常生活里的一些细节放大，有的干
脆是把细节串联起来，身边每一件微小的
事物在我看来都是可以入诗的。”所以她的
诗真诚、亲切，有深邃的生命力。

她的诗词都具有哲理性、逻辑性，都有
起伏跌宕的情节，只是表现手法各有不
同。自由诗更富于柔美婉转，水到渠成。

我和作者相识于几年前的一次文史编
研。当时她受命筹编一本全面介绍汉滨区
人文历史、地理物产、风土民情、杰出人物

的册子（即后来的《汉滨简明读本》）。她的
勤奋笃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又陆续
读过她的自由诗。发现她的诗意境幽深、
转承自然，能够穿透心灵、回味悠长。然而
她也常常感叹自己的弱项：性格内向，不擅
交际，不会说话，加之家庭的一些实际困
难，使她职场不顺，但她从不怨天尤人，遂
以情释怀，以诗解忧，一次次的挫折反倒成
了她写出好诗的源泉。

作者挚爱影子，而且是月亮的影子。诗
人笔下的影子是幽静、清冷、高洁的，更是灵
性、变幻、舞动的，我们期待“月亮的影子”
舞动新的华彩诗章。 □方琛

上溯古代，民间艺术与生活结合并没
有停止和中断过。《庄子·人间世》：“瞻彼
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花好连着根，
美人美在心，浸透在乡土中国“靠天吃饭”
的民生里，“百里不同俗”，才有了“入国问
俗”的成语。喜庆吉祥，是追求生活的幸
福美好，并且将其图绘成形，塑造成物，广
泛用于人生仪礼和喜庆节日。山河与人
情世务，赋予民艺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人们对于自己的习俗视为自然。

在民众生活中，造物“画中要有戏，百
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
要俊秀，能得人欢喜”，美在民间，常常尽
在不言而喻。

装饰生活：传统风物宜子孙
1916年5月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中

说：“装饰者，最普通之美术也。其所取之
材……人智进步，则装饰之道渐异其范
围。身体之装饰，为未开化时代所尚；都市
之装饰，则非文化发达之国，不能注意。由
近而远，由私而公，可以观世运矣。”

如何把优秀“传统风物宜子孙”手工
艺与生活结合，从装饰生活开始，有来自
民间文化，有来自知识精英迫切希望把民
间工艺推向精致、体系化。

最早开始重视民间美术的是民俗
学者。1923 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
查会将“征集风俗器物”作为宗旨，广
泛征集各地的民俗物品，曾收集各地
年画、纸笺等作品。把民间美术作为
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和资料，这是我国
重视民俗及与其有关的工艺美术品的收
集、研究之肇始。

他们从生活展开，围绕农耕时期民众
的衣食住行、装饰环境、节日风俗、游艺、
仪礼等，道出“百姓日用即道”。

民艺再造：大地之美大过节
城市文明需不需要民俗？浓厚的伦

理观念与人情味几乎是所有节日不可或
缺的内容，第一刀新穗、第一盘鲜果、第一
把新韭、第一杯佳酿，都用来祭奠先祖。
人们通过各种节日祝祭活动，表达后辈的
孝思与追念；周而复始、绵延不断的岁节
礼俗，不断强化家族意识和血缘亲情。

在当下的城市化进程文化语境中，传
统的文化生态正经历着不断重塑和建构，
民艺在不断地适应新的时代诉求。民众
祈望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岁岁平安。按
中国民俗，虎的通俗意义为御凶辟邪、镇
宅护生。老百姓缝制布老虎或与之相关
的风俗习惯，老人通过自己的手，将美好
的心愿用“女红”穿戴在孩子的身上。让孩子学
老虎，不是为了图威风、学霸道，而是练出一身好
本事。刚学走路，穿上虎头鞋，像老虎一样站得
挺，走得稳；戴上虎头帽，要有精神，“虎虎有生
气”。《风俗通义》谓：“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
搏 挫锐，噬食鬼魅。”汉代称虎为“神虎”，被视作

与青龙、朱雀、玄武并列的“四灵”之一。
以区域的结合民俗的方式，民艺再

造并使之重新回归于生活。如流行于中
国北方地区的布老虎，因地域文化和人
性民风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般而论，以陕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的
布老虎，多体粗犷劲健，构形新颖奇特，
设色浓厚热烈，寓意古奥隐蓄，具有浪
漫而神秘的艺术气质；以河南为代表的
华北、中原地区及齐鲁一带的布老虎，
多结体圆浑厚实，构形简朴洗练，设色
单纯沉素，寓意晓畅平近，具有笃实而
洒脱的艺术气质。

民艺日常：民生真善美
中国农耕社会中具有稳定互动关系

的共同体，遵照既定的行为模式进行活
动，有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敬神、娱神、
祭拜、庙会、通婚等村落活动，构成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文化语汇投影，反映出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情境。

中国农耕社会的传统活动模式——民
艺手工塑作，与西方艺术中的“雕塑”概念
比较，“塑作”主要用于娱玩或摆设。它多
取黏土、米面、食糖、纸纤或棉花等软质材
料；以抟、捏、堆、贴、剪、吹、浇、拉、粘接和
模塑等手段结体构形；并以绘、染、刻、划、
点、戳、印、插和缀等手段施加装饰。按造
型原材分，塑作玩具有泥塑、面塑、江米
人、糖塑、纸塑和棉塑等品种。

田地是中国农耕社会宗族重要的一
个重要方面，宗族共同体日常生活活动图
示表明日常生活文化变化轨迹。裱扎舞
龙、彩灯、风筝等农闲以外的生活文化变
化轨迹，在技艺上代代相传。

裱扎艺术通常有玩具和灯彩两大系
统。裱扎玩具中以风筝最为主要，用纸、

布、绸、绢等原材做面料；以编扎、系连、折叠、绷
张、糊裱等手段结体构形；其上装饰或画绘、浸
染或粘贴、印刷。风筝、风车、拉花、鬃人等裱扎
玩具，融形、色、声、动于一体，集绘画性与雕塑
性于一身。民生生活中手工艺的真善美成为古
老智慧文明的源泉。 □任晓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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