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天祝县民族中学的教学楼里有一间华丽的展厅，
里面全是唐卡，大小不一、颜色绚丽，甚至还有少见的黑金唐
卡。

“这幅绘制的是白度母，线条优美，就是颜色不够匀称。”
唐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才成对这幅唐卡略有些
不满意。但让他自豪的是，当年画唐卡的学生已经考上了青
海民族大学藏族工艺美术系。

这些年唐卡热日益升温，但唐卡绘制需要深厚的艺术功
底和文化底蕴，刚入门的孩子会被要求画线三年，年轻人往往
坐不住、学不下去，传承出现断档。

2002 年，天祝县民族中学开设了“唐卡绘画班”，让一些
热爱唐卡艺术的学生在初中阶段就可以学习藏民族的传统艺
术。2005 年，马才成应邀在民族中学设立工作室，并免费
为“唐卡班”的学生授课。

工作室就设在展厅的对面，也是唐卡班的教室。里面静
静的，十几名穿着绿色校服的学生正在细细描画。因为唐卡
笔画极其繁复细致，有的学生眼睛都快贴到画纸上了。

唐卡讲究传承，当年马才成从小拜师学艺，甚至遍访青
海、西藏等地的名师取经。这些学生却大都是半路出家，有的
在进入民族中学以前甚至没有拿过画笔。他们的青涩对古老
的唐卡艺术而言，却是新鲜的气息。

马才成很喜欢一幅张牙舞爪的腾龙唐卡，因为腾龙是汉
族绘画的传统题材，但是用典型的藏族绘画技术来展现，呈现
出不一样的状态。这幅唐卡的作者是一名汉族学生，跟着马
才成学习三年之后也掌握了唐卡的绘制技艺。

不仅如此，“唐卡班”在教学过程中，既注意保持发扬传统
唐卡艺术，又融合了敦煌石窟和汉族工笔绘画技巧，马才成觉
得这小小的画室里形成了新的唐卡艺术画派。

10 年来，马才成已辅导百余名学生继承了唐卡艺术。对
这些学生来说，学会唐卡绘制不仅仅是传承了一门非遗技艺，
也是升学的通道。

唐卡特色教学办学初期，民族中学就连续 4 年包揽了青
海民族大学藏族工艺美术系分配给甘肃的 21 个名额。目前
有超过 50 名唐卡班学生被省内外高校录取。对一个西部省
份的县级中学来说，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今年，唐卡班学
生又拿到了参加艺考生的资格，凭借唐卡画笔敲开高校大门
的可能性更大了。

高三学生扎西的理想就是考上青海民族大学的唐卡班，
继续学唐卡。他自幼喜欢唐卡，但是家里没有条件让他学
习。来到民族中学后，他进入了唐卡班。虽然没有绘画功底，
但是扎西很有灵气，平时也肯下功夫阅读藏文经典积累素材，
几年下来已经是班里的“领头羊”。

“他的希望很大。”马才成对弟子信心十足。唐卡班的开
办，不仅解决了天祝地区的唐卡传承难题，也拓宽了学生的升
学及就业渠道，民族中学的特色教育也因此扬名，现在想要进
入唐卡班得经过层层选拔了。

湖南省邵阳县的蓝印花布，曾经是那里的居
民最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旧时姑娘出嫁，嫁妆
中必有蓝印花被，阳光中晾晒在竹竿上的蓝印花
布是人们记忆中最绚丽的风景。然而随着机织洋
布和现代印染花布的出现，邵阳蓝印花布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1986 年，最后一家蓝印花布印染
厂在邵阳县五峰铺镇倒闭。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结，尤其是对纯天
然植物印染工艺的追求，让邵阳的蓝印花布又获
得了新的生机。“现代人重拾对蓝印花布的喜爱，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能否引进民间投资，破解传统
技艺的传承困局？”邵阳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杨拥
军说。

杨拥军介绍说，几年前，他们曾就邵阳蓝印花
布整体性保护，找到一些企业洽谈，但一直没达成
协议。直到 2013 年，湖南三力达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答应筹建邵阳蓝印花布生产加工基地，困扰他
多年的传统工艺保护难题才有了解决办法。

由于目前民间艺人或传承人大部分都是手工
加农户的家庭作坊式加工运作模式，这种模式不
可避免地带来效率低下的现象。但一旦换成机器
生产，又丧失了手工特色，这也是许多手工艺行业
不能形成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形成规模，
又没有大的经济效益，也就不能吸引更多资金支
持，传统手工艺还是很难传承下去。

为了避免在工业生产中丧失传统手工技艺，
三力达公司特别聘请了蓝印花布传承人蒋良寿做
技术指导，以将传统印染技艺全部保留下来。杨
拥军表示，在三力达公司的支持下，蓝印花布印染
技艺进校园活动也在轰轰烈烈的开展着。“邵阳县
工业职业中学的服装班专门开设了蓝印花布专
业，邀请传承人为学生进行蓝印花布技艺的指
导。去年，在市里组织的艺术节上，蓝印花布表演
方队反响热烈，许多不是服装班的学生也跑来学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了。”

杨拥军说：“我们的两位省级传承人，每人都
带了许多徒弟，现在这些徒弟们也有了自己的徒
弟了。”不过，杨拥军对蓝印花布非遗技艺的传承
依然有些担忧：“蓝印花布的市场确实不大，这也
是对年轻人吸引力不强的重要原因。来学的多半
是怀有一种情结，但这种情结还能持续多久呢？”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职业中学的学生们在蓝
印花布的现代产品开发上获得了成功，在去年举
办的中国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中，他们设计
的以蓝印花布为主要材料的古典旗袍、时尚女装
以及手包、娃娃、抱枕等产品，获得了与会嘉宾的
高度认可。

一种企业与非遗牵手的新探索——

蓝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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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传承教育的新尝试——

画唐卡也能上大学
□ 佘 颖

2015 年的戏曲舞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可喜态势。

一批佳作的涌现给了观众惊喜。淮剧
《小镇》在取材上借鉴了外国小说，但人物性
格和环境都具有中国特点，是一个中国故
事。一个被当地评为楷模人物的小学教师，
面对着不该得到的金钱和荣誉，内心产生了
纠结，最终真诚战胜了邪念，展现了人性的
光辉和优秀传统道德的力量。评剧《安娥》
表现了五四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长起
来的新女性的曲折命运和丰富的内心世
界。广东汉剧《诗娘》表现的是清末民初时
期广东特有的“自梳女”，通过这一特殊人群
的命运，通过她们那种畸形的反抗方式，体
现了深刻的悲剧内涵。黄梅戏《小乔初嫁》
发挥了我国传统戏曲把历史故事戏剧化的
特点，具有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根据贾平
凹小说改编创作的商洛花鼓《带灯》以鲜活

的人物形象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赢得人们的
赞誉。吉剧《温莎的风流娘们》把吉剧的地
方色彩与莎士比亚的喜剧风格结合起来，并
吸收了一些时尚元素，受到观众的欢迎。京
剧《浮士德》是改编外国名著为戏曲的新探
索，也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途径。

优秀的戏剧作品是作家、艺术家激情迸
发的产物。许多剧作家积极深入群众的火
热生活，体验群众的感情，认真阅读历史文
献，挖掘创作素材。有的作家接受有关方面
的邀请去创作某个特定题材，但他们在创作
的过程中，能够深入进去，从英模人物身上
感受到时代精神，或与历史人物产生心灵的

“共振”，从“要我写”变为“我要写”，这样，优
秀的作品才能产生出来。

戏曲作品的推陈出新得益于不断创作
积累的过程。可以看到，各剧院不但努力创
作演出新的剧目，而且重视恢复优秀的传统

剧目、保留剧目。上海昆剧团复排了上世纪
60年代演出的经典剧目《墙头马上》，国家京
剧院根据梅派剧目《战金山》重新改编演出
了《安国夫人》。北京曲剧团举行了《烟壶》
创排 20 周年的纪念演出和研讨活动，剧团
对“前任”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和经验给予
充分重视和尊重，这都是符合艺术规律、有
利于艺术发展的做法和态度。一部优秀的
作品常常不是短时间能够创作出来的，优秀
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应该努力使之较长期
地保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应该悉
心保护前人栽下的树木，让大家能享受它的
阴凉;也要尽力栽下优质的树苗，造福后代。

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在
人。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引导下，人才的培养
和队伍的建设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多个省
市都举办了编导培训班。不仅请剧作家、艺
术家、理论家授课，而且请老师对学员的作

品进行评点，有些省如湖北，还建立跟踪机
制，对学员今后创作的情况给予长期的关
注。一些省市对本地有突出成就的剧作家、
艺术家进行了学术研讨，河南省组织了对表
演艺术家、音乐家、剧作家、导演等系列的

“戏曲名家推介工程”。扩大名家的影响，凝
聚创作力量。

2015 年戏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要实现戏曲艺术的繁荣，还必须继续努
力。繁荣和传承发展戏曲艺术是一项长期
的系统工程，首先需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改革探索过程中的曲
折，认识上的失误，都对戏曲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的影响。比如剧种、剧团的减少，表演
人才、编导人才的青黄不接，招生的困难，都
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戏曲艺术发展的
生态环境需要下大力气修复。

要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在创作

中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我们在这方面有
很多改进，但急功近利的思想、浮躁的态度
仍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批评的作
用和方法作出了非常深刻的论述，提出要

“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
评判和鉴赏作品”，对此我们还需要深入学
习、理解和运用。好的批评应是对作家、艺
术家、艺术作品的理解和发现，应是艺术家、
艺术作品与读者、观众之间的桥梁。我们应
该避免一味说好的庸俗的捧场，减少一般化
概念化的评论，摒弃自以为是的武断的批
评，使戏剧批评真正发挥“引导创作、多出精
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

2016 年是我国伟大戏剧家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弘扬我国戏剧的优秀传统，传承
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潜心创作，努力实现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抗”之势，对中国文
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到2015年8月，全国已有250多位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相继去世。与此同时，接班的年轻传承人数量

还远远不够。寻找并培养非遗的继承者，是当前非遗

传承中迫在眉睫的课题

早在十多年前，“非遗”还叫“民族民间文化”的
时候，西安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智便骑着自行车
在乡间调查，奔波在非遗抢救保护的第一线，人送绰
号“非遗搜索引擎”“非遗的百科全书”。

“非遗跟文物是截然不同的，非遗更重视对人的
保护。传承人的离去对非遗保护来说是最大的遗
憾，或许某个百年遗存的文化形态也就因此人亡艺
绝。”多年来，王智一直坚持走访非遗老艺人，将一些
濒危非遗项目通过活态传承即文字、音像等方式进
行记录保存，对西安鼓乐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庚
辰、田中禾，秦腔传承人康少易、马友仙等几十名省
级以上传承人进行了抢救性记录保护。

他发现在非遗展示、展演过程中，人们特别关注
手工制作。但是，“保护非遗应该是全面的，不当的
商业化开发模式并不会为保护和传承带来益处。”比
如说，皮影的发饰、穿着、颜色、纹样等这些细节都是
很有讲究的。离开了手工艺人的精雕细琢，就容易
变得粗制滥造，而其承载的传统文化与手工技艺也
会不断流失。因此，没有世代相传的传承记忆，缺少

了传承人的手下功夫，单纯的商业化运作就对皮影
的保护造成破坏。

王智觉得，中国非遗之所以能走向国际，受到海
内外的推崇，更深层次原因还是人们喜欢它所富含
的文化底蕴。他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归根
到底是要保护非遗所承载的文化积淀，弘扬中华文
化的魅力。因此，传承人血脉的延绵不绝才是文化
兴旺的根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非遗项目分为 10 个
类别，分别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
艺、传统医药和民俗。这些内容千差万别，但其核心
是统一的，即为传承人及其身上承载的技艺、传习活
动，尤其是传承人在传习技艺过程中对文化的认识
和理解。因此，我们今天保护非遗就不光是要培养
传承人的技艺和观念，还要影响社会各界对非遗的
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保护绝不应该是单一
非遗项目的保护。

“非遗保护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且内容庞大
而复杂，应该怎么做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有些
思路和方向是可取的”。王智在给非遗工作者讲课
培训时经常说道，非遗传承是文化的传承，保护的核
心是传承人，保护非遗要从挖掘非遗的价值和文化
内涵开始，从其根脉去探寻。那么深入到传承人传
习活动中，接近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帮助他们、走
进传承人心里，了解他们了解非遗，才能有效地保护
非遗和摸索、得到有效保护经验。

文/雷 婷

寻找非遗的继承者

尊重传统 融入时代
□ 安 葵

一位非遗保护专家的呼吁——

非遗，没人不行

唐卡班的开办，不仅解决了天祝地

区的唐卡传承难题，也拓宽了学生的升

学及就业渠道

学非遗技能光有情结是不够的，

没有出路，这份情结能持续多久呢？

“从近几年非遗保护工作的整体情

况来看，大众对非遗在认识上比以前提

高了，传承人受到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

高。”王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