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小就喜欢苗绣，它是苗家人的文
化符号，记录着苗族人各种文化图腾。”陈国
桃是土生土长的重庆酉阳人，自幼耳濡目染
苗绣文化的她，对刺绣情有独钟。

因为痴迷酉阳苗绣，陈国桃主动放弃了
原在某矿业公司 20 万元年薪的工作，于
2012 年成立了酉阳子月苗族文化有限公
司，并开办了“酉州苗绣”服装饰品店。

陈国桃说，酉州苗寨地处大山深处，自
古与外界联系甚少，“乡亲们就把对外界的
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表现在刺品中”。

在酉州苗绣中，你可以看到五彩的龙，头顶
写着“王”字的凤，身肥眼大的鱼，桃花、梅
花、菊花共生的树⋯⋯“苗族妇女在创作时
通过艺术的加工，大胆地进行夸张变形，绣
品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苗族姑娘个个都是绣花的能手。”为了
研究苗绣，陈国桃多次走入位于武陵山区的
湖南、贵州等苗家村寨，全面了解苗绣传承
状况，并收集相关图案，向年老绣娘学习技
艺。每年春节，她都要准备一份上好的礼
物，进村入户给师傅们拜年，以便得到真传。

“我想找到酉州苗绣融入日常生活的契
合点，这样才能延续传统技艺的生命力。”陈
国桃说，但苗绣的工序都是全手工制作，非
常复杂，一件长宽一米的作品需要至少一年
时间才能完成，难以实现经济效益。于是，
她在旅游商品上动起了脑筋。

“这种改变受到了市场的认可。”陈国桃
介绍，在武陵山旅游商品展销会上，她们公
司开发的苗绣礼品、服饰、箱包等产品被前
来酉阳参加美食节和展销会的客人一抢而
空。然而，公司的发展烦恼也随之而来。“一
边是大批订单源源不断，一边是找不到从事
传统手工酉州苗绣的绣娘。”

为了让“非遗”项目得到更好传承，陈国
桃联合县妇联、团县委在县特殊学校开设了

“酉州苗绣培训班”，让苗绣走进课堂。这样
既方便了妇女们照顾家人的需求又解决了
就业问题，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苗绣文化，
使闲散劳力成为“非遗”传承的生力军。

如今，走在酉州古城街巷中，形色不一、
红绿相间的苗绣映衬着古朴的建筑，显得韵
味十足。穿行于色彩斑斓间，宛若千年前苗
寨的恬静生活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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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样 的 非 遗 创 新

少年闪过，书香留下
□ 姜 范

一位非遗保护学者的忧思——

保护优先创新有度
□ 黄龙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不论是具有文
化自决权的遗产主体，还是外来各方助推主
体，在传承、保护及创新上，首先亦须分清哪
些部分适合开发，哪些必须得到原真性保护。

凡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逻辑源头的民
间信仰部分，显然具有节日祭祀场域下仪式
性的一面，并不适合开发。而大多数的民间
工艺类、歌舞艺术类非遗，因与文化主体的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迎合了现代旅游、文化
产业等发展，适合生产性保护。不论保护性
开发还是生产性保护，各相关参与主体还须
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
重在可持续传承而不在无限性逐利。

但我们看到的是，各地诸如祭神、婚恋
等等一些独特的民俗因原始、古老、神秘而
满足了外来者文化猎奇心理，仍在不断地被
挖掘、设计甚至创新从而进入资本市场得到
误读性广泛传播。从彝族密枝祭祀、佤族司
岗里祭祀、摩梭人走婚习俗的开发，到“天天
火把节”“天天泼水节”等策划运作，都存在

创新方式不当的问题。
我们也观察到，今天非遗不论在本地传

承还是异地传播，事实上文化主体对非遗的
传承实施了一种灵活的双轨机制。即非物
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面对游客
等外来者展演的同时，当地人也有在社区内
部面向自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创新，一定要在适度
原则下进行可持续发展，在保证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相对原生态、原真性前提下，合理创
新。毕竟，任何形式的创新，最后面向的都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而不是外来者。

事关非遗，人们经常会探讨维持和创新的

话题。那些留存至今的礼仪、器物、技艺、表演，

当下应不应该创新，如何创新？

创新，意味着脱离传统吗？并不是。

首先，过去的一切已经映照在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审美情趣中，不能简单地取舍。创新更

立足于原本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上，不是除

旧立新的关系。换句话说，新旧之间如何平

衡，我们并不能片面地看待它。所有的非遗项

目，在历史上都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我们曾

经很需要它们，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变了，但

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依然需要传统文化精粹来

滋养现代生活，而非遗所展现的传统文化与当

今社会并不矛盾，它们之间能够和谐共存。

其次，创新应当分类对待。对于其中一些

最原始、最传统的内容，我们要严格地进行保

护，并进行专门的研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水

平的提高，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开发一些非遗衍

生品，比如食物、器物等，让那些与生活紧密相

连的非遗项目，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

与此同时，非遗创新不应只拘泥于技术方

面。如今，非遗保护中出现了一个现实情况，很

多非遗传承人 80%的时间花在了市场营销和品

牌推广方面，只有 20%的时间能专心创作，即便

如此，由于个人力量有限以及非遗受众面小等

原因，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对非遗的传承和

保护，可以在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经营运作上

多下功夫，这是信息社会中非遗能够传承的一

个重要环节。

创新是多方面的，创新的意识也不是今天

才有的。传统文化在千百年岁月的历史进程

中，从来没有远离过创新。我们这一代人要做

好的是，继续薪火相传，通过一代一代人的继

承，将自己的体会、经验融入其中，创作出留下

时代印记的传统。因为，每一代传承人的思考

和人生都会汇入非遗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壮大

非遗的传承血脉。

由此，随着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深入研

究，业界专家渐渐形成了共识：对于非遗的

继承，关键在于完整性，传承人不仅要继承

工 艺 ， 更 要 深 刻 地 了 解 所 从 事 的 技 艺 的 历

史，包括这门技艺发展演变的过程、历代代

表性人物的经验，甚至所衍生出的其他艺术

的经验。只有建立起这样完整的认识，创新

才有一个结实的根基，创造出来的新作品才

可能是继承了深厚文化内涵的精湛艺术，否

则连前辈的技艺还没有掌握就谈创新，只能

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文/朝 石

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实践——

向生活要生命力
□ 郑 彬

我想找到酉州苗绣融入日常

生活的契合点，这样才能延续传

统技艺的生命力

重在可持续传承而不在无限

性逐利

一项古老技艺的新用途——

傣纸技艺发新枝
□ 陈 颐

隔着手机屏幕，看见了地铁上读书少年

的快闪。短短的三十分钟里，没有一句台词，

只是静静地捧着书本阅读。

此时无声胜有声。少年们用行为艺术，

想唤醒人们对读书的热情。当然要为少年点

赞，当朝气牵手书卷气，我们看见了躁动的青

春中担当坚持的另一面。

快闪是个时尚的新玩法，是有趣的人和

世界开一个善意的小玩笑，让人们惊喜一下

温暖一会儿。少年们把读书玩成快闪，显然

是看到了全民阅读的尴尬。同样是人头攒动

的拥挤地铁，在东京伦敦常见一道道读书风

景，在北京上海却总是被手机低头族的视频

游戏占领。

少年一闪而过，留下了关于读书的思考。

读书真是件奇特的事。功利的找得到功

利，淡泊的寻得见乐趣。古人归纳说，书中有

千钟粟有黄金屋有颜如玉。现代人以不容置

疑的口吻，浓缩为一句掷地有声的口号“读书

改变命运”。那些不喜功利的阅读者，也可以

自给自足，尝得到阅读的愉悦，咂得出阅读的

乐趣。上及灵魂下达面包，如此通吃的东西，

还真的不多。

一直都有人说，读书无用。在二十多年

前的那场下海经商潮中，读书败给了赚钱。

当时不少十几岁的少年弃学从商，很快成了

社会追捧的明星。今天又有一波读书无用

论，在寒门学子中蔓延涌动。如果读书耽误

了致富，如果读书不能脱贫，读书就很容易被

厌弃。

按照经济人的假设，人这种经济动物都

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读书忽热忽

冷，也是利益使然，是精明地估算了机会成本

之后的理性选择。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在致

富的诱惑面前，读书自然是缺少竞争力的。

时间就是金钱，曾是一句红遍大江南北

的名言。反之亦然，不能变成金钱的时间就

是无用。这种逻辑深入人心，甚至让市场规

则覆盖了人生哲理，“变现”成了人生选择的

衡量尺度。不能直接变现的，或者变现周期

长的，就暂且搁置吧。很快地，读书边缘了，

几乎成了应考学生的专业，教材教辅书出版

占了全国图书出版的七成以上。家长们是读

书的倡导者投资者，却很少充当读书的实践

者受益者，还真有点讽刺。

读书无用，读书被遗忘，很多时候是读书

替教育顽疾背的黑锅。对教育体制僵化和教

育内容固化的批评，对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

的渴望，都放到了读书身上，成了读书的不能

承受之重。

仔细想来，说读书无用，从来不是直接否

认读书的价值，恰恰是对功利读书的反拨。

那些当年弃书从商的老板们，是从权，是选择

性失明。时间的确证明了，他们是时代的弄

潮儿，勇敢精准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财富机

遇。他们对下一代的培养却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那些陆续接班的第二代，教育背景一个比

一个完整，一个比一个高大上。此一时彼一

时，固然是不同时势所致，也是对读书不可或

缺的另一种解读。

俗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个劝学的

故事偏要说，读书就是竹篮打水，结果却不会

是一场空。

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位老人和他的孙

子。每天早上，老人都坐在厨房桌边看一本

书。孙子问：“我也试着像您一样读这本书，

但是我读不懂。有时候好像看懂了，一合上

书又忘了。那我读这本书还有什么用呢？”

老人递给孙子一个装煤用的篮子：“你用

这个篮子去河里打一篮子水回来。”

孩子照做了，可是篮子里的水在他回来

之前就漏完了。看着他手里的空篮子，老人

笑笑说：“你应该跑快一点儿。”

孩子加快了速度，篮子里的水依然在他

回来之前就漏完了。

他对爷爷说：“用篮子打水是不可能的。”

老人说：“你能行的，你只是没有尽全力。”

孩子又试了一次。他飞快地跑着，跑到

老人面前的时候，篮子里的水还是漏完了。

孩子气喘吁吁地说：“您看，这根本没用。”

老人微笑着说，“你来看看这篮子”。男

孩才发现，原来又脏又旧的篮子已经变得干

净光亮。

读书也是如此。空的是篮子，满的是心

灵。纸质书也好，电子书也好，从你读它的

那一刻开始，它就在改变着你塑造着你，悄悄

地，忠诚地。

暖暖的阳光照耀着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
勐混镇曼召村。这个村子依山而建，距今已
有 1300 多年的历史。村口一棵几百年树龄
的大树枝繁叶茂，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刻着四
个字：文化富民。村书记岩坎告诉我，曼召在
傣语里意为“萌芽寨”。村民主要以粮、糖、
茶以及造纸、制瓦等收入为主。

一栋栋新式傣楼整齐排列，院子里和村
道旁到处摆放着纸模，纸模上覆盖的薄纸，有
的已经晒干成型，在阳光的炙烤下，构皮纸散
发着淡淡的清香。岩坎说，村里有 196 户人
家，共 988 人，家家都做傣纸。这里沿袭的传
统手工造纸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
造纸术之一，与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
记 载 的 构 树 皮 造 纸 方 法 一 致 。 该 技 艺 在
2006 年被纳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和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堪称中国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

纸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之一，
造纸术更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教
科书上说，纸是汉族劳动人民的发明。那么，
傣纸有什么不同呢？

在观看造纸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位傣
家大嫂别出心裁地用一些花瓣、树叶拼出各
种图案和造型，放在纸浆中，而且为了更牢
固，纸浆还必须盖住鲜花和树叶。在历经浸
泡、蒸煮、捣浆、浇纸、晾晒等五步流程十一道
工序后，一张被当地人称为构皮纸的纸张就
诞生了。记者拿起来闻了闻，纸上还有木香
味，据说这种香味不会流失，长久保留。

最初，傣族人造傣纸是为了抄经。在古
代，纸是奢侈品，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傣族人
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即贝叶，是用棕榈科植

物贝多罗树的叶片加工而成的。后来人们渐
渐用构树皮作原料加工造纸，且造出的纸具
有坚韧洁白、柔润光滑、久存不陈、力撕不破、
防腐防蛀等优点，写在上面的字永不褪色，故
所抄的经文，能永久保存，代代相传。这就是
傣族传统手工造纸“嘎拉沙”，主要由当地傣
族妇女所掌握运用，技艺传女不传男。

今天，傣纸有了新的用途。15 年前，一
个商人来到曼召村，发现傣纸是上佳的包裹
普洱茶纸张，从此批量购买。岩坎说，村民还
学会了用傣纸制作宫灯、记事本和纸袋子等
富有傣家特色的旅游产品，曼召村的造纸凭
着此项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每年平均可增加
收入 5000元。

记者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旁的棚子里见到
48 岁的岩罕囡，他家里多年做傣纸生意。他
说以前是做孔明灯，去年从电视里看到纸灯
笼，他便自己发明制作了可折叠的灯笼，父亲
负责削做灯笼用的竹签，他负责设计和制作，
销售到市场上，大灯笼 40元，中等的 30元。

岩坎说，这两年，曼召村成立了傣族传统
手工造纸合作社，积极探索原料和成品统购
统销的模式，大力发展傣族传统手工造纸技
艺，避免了小作坊投入少、产量低的状况。由
于曼召村制造的手工纸品质优良，市场需求
量大，供不应求。这两年，通过农户+合作
社+市场的经营模式，助推了曼召村构皮纸
产业的发展，这个曼召村的一项特色工艺吸
引了国内外的客商和学者前来参观、订购，曼
召村更获得了“云南省文化产业特色村寨”的
荣誉。

傣族手工造纸方法是我国目前

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造纸术之一。

今天，傣纸已不仅用来写字抄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