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关注时下的公共文化领域，我们

会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个

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的热词。但大多数

人对“非遗”缺乏一个直观的认识，认为

“非遗”是一类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很遥远

的、束之高阁的艺术品。这种认知会让

“非遗”这一概念短时间内满足公众的猎

奇心后，再度陷入一种“缓慢荒芜”的状

态。如何打破这种认知的“隔膜”，让“非

遗”的文化属性浸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来？

与其说“非遗”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

一种渐渐被我们所遗忘的生活方式。在

重庆市黔江区，盛行一种土家摆手舞，是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为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古老民族，土家族除

了口口相传的历史，就是把过往的古老印

记嵌入这奇特的摆手舞中。摆手舞生动

地再现了土家先民从原始部族“弯弓射

狩”“撒网捕鱼”的生活方式，逐步进化到

农耕时代的聚族而居，到了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还生动地融入了“送公粮”等动作。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在发展，“非遗”

的生命力也在随之不断延伸。在当地除

了摆手舞以外，土家姑娘跳舞时身穿的

“西兰卡普”（土家织绣）、身上哗啦啦响的

银饰，乃至当地百姓住的吊脚楼、戴的斗

笠、吃的酸汤鱼和黔江鸡杂、男人们过去

拉纤时吼的“川江号子”，都属于“非遗”。

可以说“非遗”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发

展史的有机组成，是与我们的祖先、我们

自身息息相关的一部分，甚至它就是我们

的生活本身。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

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

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最直接的例子是很

多村寨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乡村里

的老手艺人每去世一位，他所传承的那

项非遗就断绝了。粗看这好像不会影响

我们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世界

的多样性渐渐模糊以至于湮灭，当所有

的人都穿一样的T恤球鞋、喝一样的碳酸

饮料、玩一样的手机游戏时，当那些过往

的歌声和乐曲渐渐消散、那些丰富多彩

的颜色渐渐变得单一时，这个世界将会

多么苍白。希望大家对我们祖先曾经经

历过的这些丰富斑斓的记忆投入更加关

注的目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注都

是有分量的。这种分量不但可以让很多

“非遗”濒临消亡的速度稍微慢一点，还

可以让我们因为当下快速发展而略显浮

躁的内心静一静，为我们提供更为坚强

的文化自信和前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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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非遗”之美

作为重要的历史发展见证和民族情感
纽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日益受
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
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生存状况受到了
很大冲击。如何让“非遗”再度走进公众的
生活，重新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了第四、第
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曹纪祖、中国文物学会
理事蒋铭、杜甫草堂馆长刘洪、四川成都市
青羊区残联公益人士任易、“独臂绣娘”陈再
英等人，请他们分别从“非遗”的时间、空间、
人文三个维度，深入解读如何以文化媒介助
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时间之美——

“非遗小说”，开辟文学新题材

问：我手上的这本《蜀盐说》，是由著名

作家、资深媒体人刘裕国老师花费了 4年时

间领衔完成的一本历史小说。书中介绍了

一项意义重大却鲜为人知的“非遗”——卓

筒井。作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世界近

代石油钻探之父”，诞生于北宋庆历年间的

卓筒井，带动了蜀盐的大行于世，直接推助

了川菜的繁荣发展，并深刻影响到近代地质

钻井以及能源工业开采。在长篇历史小说

《蜀盐说》倾力挖掘之前，这一段赫赫有名的

历史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不能不说是一个

遗憾。您能否介绍一下故事的“主角”——

卓筒井的基本原理以及历史影响？

蒋铭：“井”的渊源，伴随着中华几千年
的文明发展史，一直不曾断绝。这一简单的
挖掘行为，是人类早期最伟大的生产力创举
之一。“盐”是百味之王，诱人之白金，从诞生
之日起，它就作为重要的民生之本，渐渐演
化成重要的战略物资乃至立国之本，甚至引
发了一系列战争。传说南方的蚩尤举全国
之力攻打北方的黄帝，即是为了夺取山西运
城的盐池。古代蜀国去海苦远，再加上蜀道
崎岖，盐尤为稀缺，这一窘境随着卓筒井的
诞生得到了极大缓解。

卓筒井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大英县，它是
用椎架子套铁质圜刃钻头、以冲击式方法向
地下深处开凿的盐井，是人类发明最早的小
口径钻井技术。卓筒井有技术先进、开凿时
间短、占地面积小、易于开凿、便于掩藏以逃
避课税等优点。它一经问世，就迅速推广开
来，大大促进了宋代盐井生产。据南宋绍兴
二年（1132年）不完全统计，“凡四川二十州
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六千余万斤”。

卓筒井开西方绳式顿钻钻井技术的先
河，揭开了人类向地下深处探寻宝藏的序
幕。这种钻井技术的发明，不仅极大地提高
了井盐生产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人类在开
采盐卤的过程中，发现了深埋地下的油气资
源。它加速了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加快了
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迅速发展，促使了现代
石油化工、航空、汽车、电力等多种工业的兴
起。它与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一样，
对人类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问：目前，在我们的创作领域，以“非遗”

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还不多见。您能否从文

本审美的角度谈谈这本《蜀盐说》？

曹纪祖：今天，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框架下来谈这本小说。首先，“非遗”是一
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创造发明、民俗、民间
工艺以及文学艺术。这本书根植于文学艺
术，以第三方的历史视角来聚焦“非遗”，不
能不说是一种大胆有益的尝试。

《蜀盐说》粗看聚焦于盐，实则更多地介
绍了卓筒井的历史背景与成因。卓筒井自
北宋庆历年间起源后，历经 1000 多年的发
展变迁，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钻井、起下钻、
抽取、防井喷以及运输工艺，整个过程凝练
了千年间这里百姓的智慧和心血，是一个大
胆试验、不断改造、更新换代的曲折过程。
作者大胆创新，将卓筒井千年的变迁凝练到
北宋庆历年间不足 10 年的时间里，大致在
公元 1041年至 1048年前后，通过设置代表
官盐身份的“田家盐场”以及代表民间新兴
科技力量的“卓筒井盐场”两方对垒，实际上
暗喻着从公元前 255 年发源的大口浅井与
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两股生产力之间

的正面遭遇、两相博弈，以及顺历史洪流滚
滚而行，卓筒井最终取代了大口浅井的生产
力发展史观。

所以，我认为这本小说不能完全归类于
历史小说，而应该更加细分为“非遗小说”。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是时代的主题，也应该是作家的
担当。小说恰恰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它的
独特性，因此具备了很高的“含金量”。

空间之美——

做更具审美内涵的文化空间

问：“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

浪”。坐落在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中国

诗歌版图上绕不开的精神地标。杜甫草堂

自唐代初建，历经千年传承，其中蕴藏着唐

代遗址文物、瓷器、陶器、名人字画等5万余

件藏品，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挖掘不尽的超

级 IP。可以说，草堂本身就是一个蕴含“非

遗”的宝藏。为维护、管理好这一“宝藏”，草

堂展现了怎样的责任与担当？

刘洪：我诞生于“诗仙”李白的故里江
油，现在又到杜甫草堂，成为一名“诗圣”家
里的守门人，自觉肩上的责任很大：一方面
要守护好杜甫草堂的一草一木，这是有形的
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要守护好先辈们
所创造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将原汁
原味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这里面
承载着博物馆的责任与担当。

问：杜甫草堂是怎样在保护传统“非遗”

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我们打造出更具审美

内涵的当代文化空间？

刘洪：杜甫草堂历经宋元明清历代修葺
扩建，由公元 759年杜甫初到成都时所筑的
一亩寒舍，扩展为如今包括浣花溪公园在内
的赫赫800亩草堂，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混合
式中国古典园林，可以说步步皆有出处。

以草堂主体的茅屋为例，茅屋本身是物
质文化遗产，而修建茅屋所用的材料、技艺
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来草堂看茅屋
的观众越来越多，人们能从茅屋中感受到古
人的生活布局、天圆地方等朴素的认知；从
历代先贤留下的诗、画、艺术品中，可以领
悟、体会到当年先辈们创造文化的可贵。从
这一层面来说，杜甫草堂是人们的精神
家园。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
地提升。2016年中秋节正式开放的草堂文
创馆占地 2000 多平方米，三进四合院内不
光能品茗，还能欣赏、购买到与多项“非遗”
相结合的文创产品。这里的蜀锦、蜀绣、竹
艺、漆器等皆为成都知名的非遗品牌，所售
产品皆是这些品牌为杜甫草堂量身定制的

“诗圣特供款”。我们所有的新增建筑皆严
格遵循川西民居特有的建筑布局，全部聘请
45岁以上的传统匠人，采用最为传统的砖木
和榫卯结构来进行修筑，用实际行动为草堂
的文化延续增添了生动的注解。

人文之美——

为公益事业助力添彩

问：“非遗”其实与普通人可以紧密相

连，甚至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四川省残

联在推动残疾人与非遗深度结合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能否为我们讲一讲您与“非遗”

之间的故事？

陈再英：在接触蜀绣之前，我尝试了很
多份职业，因为肢体的残缺，均很难坚持下
去；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可能是心底缺乏
一份真正的热爱。

2006 年，我听说成都市残联可以学习
精工织补技艺，便报名参加。学习第一天，
就被最简单的一个动作难住了：一只手怎
么穿针引线？看到自己左肩处残留的一小
截肢体，我有了法子：用左腋窝夹住细线一
头，露出一小段，再右手拿针，将针孔对准
细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汗流满
面中，我终于成功将细线穿过针孔。从简
单的平纹、斜纹等技艺开始学习，慢慢地，
我这只做惯粗活的手，也能做出漂亮的细
致活了。

当我后来接触到精美的蜀绣时，第一
眼就爱上了它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从蜀
绣班毕业后，我在家中开了一个免费培训
班，义务教学其他的残疾人朋友，先后培训
了 100 多名徒弟，帮他们在逆境中重新找
准了人生的方向。2008 年汶川地震后，有
蜀绣公司在都江堰板房学校为受灾群众开
设蜀绣班，但受灾群众的情绪很不稳定，公
司负责人谯宇筠便邀请我为受灾群众义务
教学。当我穿着自己刺绣的牡丹旗袍神采
奕奕地站在了讲台上时，大家一下安静下
来，培训终于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下课时
有群众告诉我：“看见你的坚强，我们没理
由再消沉下去了。”我很感激蜀绣，因为我
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一针一线，绣出了我自
己的未来。

任易：我曾经是一家企业的高管，当成
都市青羊区残联拟打造全国首家残疾人众
创空间时，他们找到了我。起初只是因为一
份善心和激情接下了这个挑战，不曾想由于
前期消耗了大量时间精力，我正式向公司提
出离职申请，全情投入到助残事业中。通过

“一对一”辅导式残疾人创就业“门诊”，我发
现，四川是旅游资源大省，各地从事传统技
艺的残疾人在从业者中的比例逐年上升，这
便成为我们事业的开拓口。

当时，我们对残疾人所从事的手工艺现
状进行了一系列市场调查，发现他们面临产
品创新无力、销售渠道不畅、市场反应速度
太慢、从业收入偏低等瓶颈问题无法突破。
于是我们主动与四川省残联对接，成功策划
举办了“四川省首届残疾人展能节‘精准对
接 助残脱贫’手工艺品大赛暨展销洽谈
会”，活动吸引全省近 500 名残疾人手工艺
从业者和残疾人工作者参与。

之后，我们团队发起的“培优计划”，整
合到全国文创领域 200 多家线上线下商家
深入参与并持续发酵，并于当年12月3日国
际残疾人日发布了全国首个残疾人手工艺
品牌“折翼天使”，获得中国残联“残疾人特
殊文化艺术传承基地”的授牌。残疾人手工
艺人才“培优计划”的实施，直接惠及 153位
残疾人从业者，75家残疾人工坊。这一模式
先后吸引了法国残疾人企业、澳门伤残人士
服务协会、上海市残联等数十家国内外残疾
人组织机构前来参观学习。残疾人借助“非
遗”，有了更为广阔的就业平台；很多“非遗”
项目，因为残疾人的关注和加入，为它们的
延续注入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非遗”是我们源远

流长的民族发展史的有

机组成，是与我们的祖

先、我们自身息息相关

的一部分，甚至它就是

我们的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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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时代的主题，也应该是作家的担当。小说恰恰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它的

独特性，因此具备了很高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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