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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滨州沾化冬枣节暨首届沾化文化

旅游节开幕。沾化冬枣节已成功举办了二十届，成为山东省

金牌“节会”。自举办以来，在向国内外宣传推介沾化冬

枣、扩大沾化冬枣知名度美誉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

沾化冬枣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带动了农民收入提升。首届沾

化文旅节主要有游戏体验、沉浸式新媒体艺术欣赏、国际美

食节、皇家马戏团展演、生态采摘园打造等系列活动。

将宏大叙事和人文思考结合进行

的同时，描绘出时代的活力，是当代

青年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青年，映照时代的面孔；文学，承载时代的记忆。新
时代的青年们，他们的笔尖所向，亦是中国文脉流淌的
方向。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坛正合力形成一股推介“青
年作者”的强劲新风，引导这股力量傲然生长。但仅仅
是扶持显然不足，关于青年作者的创作与生活的观察，
亦是当代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时代坐标。

在青年作者的培养工作方面，文联、作协等官方平
台多渠道大力度开展各类文艺青年群体扶持工作；《人
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十月》《作品》等传统文学
杂志，纷纷推出聚焦青年作家的专题、专栏、专号，积极
举办新老作家对话、作品研讨会等活动；商业出版集团
和网络新媒体平台，更试图通过一系列大赛活动和扶持
项目，积极发掘更为多元的文学新生代，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共赢。近期，《中华文学选刊》策划了当代
青年作家问卷调查，首次大规模面向活跃于文学期刊、
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发出问
卷，通过受访的117位青年作家的调研数据综合分析，呈
现出当代青年作者的创作意识、生活境遇与文化样貌。

青年作者们的创作起点在哪里？问卷调研结果显
示，46%的青年作者的创作起点源于从小学或中学阶段，
他们较早便具备了积极的写作意识并能达到发表水平，
而少年时代树立的写作信心，也对其成长有深远影响。
但青年作者们也袒露，自己的青春萌发式的创作并不成
熟，中学或大学阶段的创作，往往为排解某种情绪而展
开。真正意义上有自觉意识、有文学意义的写作，开启
于从校园进入社会前后。一批“90后”作家早已意识到，
相较于上几代作者，他们的起点虽然更高、更早，实则缺
乏足够的生活经验积累和现实思考。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广泛而扎实的阅读积
累、较高的学历水平，逐渐成为新一代青年作者的常
态。然而，脱离现实的私有化青涩表达，显然不足以实
现自我的文学期待和思想表达。但与之相对，生长于互
联网时代的他们，却更具融合新时代文学趣味和文学传
统的平衡意识。相对于历史感和现实感，他们能更为灵
活地把握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场感和敏感性。以从校园
进入社会为节点，新一代作者实现着自我书写的新生蜕
变，更连接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与现实。

当代青年作者们，有多少以创作为职业？在参与调
研的117位作者中，完全以写作为职业的作者仅占20%，
30%受访者从事如文学期刊编辑、高校教学研究等与文
学相关度较高的工作。其余50%则从事其他行业，集中
于影视、互联网、新闻、教育等文化行业。实际上，更多
的青年作者并不以成为职业作家为自身人生规划的理
想航标，对他们而言，书写本身便具有丰富的意义和崇
高的价值。而更多元的教育背景和行业经验，也为他们
的创作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

相较过往，文学创作成就给作者个人命运带来改变
的力量，显然不再那么巨大。如今的青年作者，往往要
面对大量额外的压力和挑战。互联网时代下，人人皆可
创作的低门槛，以及大众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养成，都令
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受到了冲击。然而，这也反向促使
青年作者们的创作，有了更多的写作方式与发表出口。
无论是文学期刊还是网络平台，无论是商业竞赛还是官
方评选，无论是类型创作还是传统叙事……只要是讲好
故事，就能在当代的创作舞台得以施展，并通过影视化
等方式，转变为更多元的时代艺术呈现方式。对于这一
代青年人而言，多元类型从不是枷锁，而是启发无限可
能的线索，是解读时代密码的钥匙。

当代青年作者的笔尖所向何方？将沉重的宏大叙
事，在保有人文思考的同时焕发时代的活力，是当代青
年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怎样创作出具有时代特点
的中国故事，在增加可读性同时，传递出指向全人类共
有文化意识的精神共鸣。亦是这一代青年作者，在笔尖
所向之处，是只有属于他们的文字才能抵达的彼岸。

在非遗节遇见世界，中外文化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借由非遗节，四川成都
正成为展现世界非遗文化的“焦点”。

相逢于“山海经”

当比利时光学艺术家阿德里安·卢
卡走进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的国际手工艺展区，他觉得自己
似乎进入了一个充满隐喻的空间。富有
艺术感的斜面穹顶，将蓉城金秋的天际
切割成美丽的帆形，特别适合他这次带
来的展品陈列于此——那是一扇与人等
高的弧顶玻璃窗，经过计算机精密计算
的深浅玻璃能根据自然光的流转变幻出
不同的视觉呈现。“这是一扇魔力十足之
窗，我穿过它来到了成都，深深感受到中
国传统文明的璀璨之美。”

在阿德里安·卢卡周遭的六大展区
内，来自 86 个国家的 1100 余个非遗项
目正在熠熠生辉，包括传统手工艺展在
内的830余场国际展览、国际论坛、国际
竞技、国际展演和互动体验等活动精彩
纷呈，5600余名各国代表共襄盛会。山
东高密剪纸与丹麦古典剪纸在这里知己
相逢，塞尔维亚银丝技艺与成都银花丝
工艺在这里相映生辉，美国夏威夷呼啦
舞热情洋溢跳起来、斐济传统民族歌舞
此起彼伏唱起来……作为中国四大国际
性文化交流盛事之一，亦是我国唯一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主办的以“推动
人类非遗保护传承”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国际非遗节所呈现的盛大华章，既是延
续古老文明的光荣与梦想，又让世界各
国的丰沛艺术再次撞击出瑰丽的火花。

当国家级非遗项目瓷胎竹编的省级
传承人谭代明在竹艺村里再次见到老朋
友、来自法国爱马仕集团的特约设计师
艾瑞克·本克时，后者向她抛出了一个极
富吸引力的难题：法国玻璃吹制师帕斯
卡·里贝洛制作了一个小小的浅紫玻璃
碟子，不规则的流线仿若宇宙间行星倾
斜的轨迹，然而这件技艺精湛的艺术品
只完成了一半。艾瑞克希望谭代明能用
四川古老的瓷胎竹编艺术在玻璃碟子之
外制作出“另一个流动的平面”，最终构
成“流动的结构”这一整体的艺术品。在
法国领事馆的牵线下，艾瑞克共带来13
件由法国顶级获奖工匠们抛出的“艺术
命题”，而包括瓷胎竹编传承人谭代明、
绳编传承人杨文艺、剪纸传承人庄丛灿
等 11 位中国工艺大师则稳稳地接过了
这些“橄榄枝”，用类似中国太极般的举
重若轻，在欧洲工艺的基础构架上绽放
出令人击掌叫绝的东方璀璨之美。

最终，13件由中西方工艺大师携手
完成的经典艺术品亮相于本届国际非遗
节最受瞩目的展中展单元——“新山海
经——中法传统手工艺合作项目展”。
中西方艺术家在山与海中惺惺相惜，隔
空切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件极富历
史底蕴与人文美感的行为艺术作品。而

在非遗节下一步的文化构想中，将由我
们中方工艺大师抛出“半件命题”，再交
由西方艺术家天马行空地接招，所完成
的作品将亮相于下一届的成都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节。

非遗授权提上日程

非遗节开幕第四天，在非遗创意设
计作品授权展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的艺术研究员刘芳就欣喜地发现博物馆
推出的金沙面具杯已经卖断货了，仍有
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打听哪还可以买到
这种特别的杯子。“商周大金面具是金沙
文明的标志性典藏，而太阳神鸟金饰则
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融合了两大经
典元素的面具杯广受欢迎早在我们的意
料之中，也证明了非遗元素跨界授权的
广阔前景。”刘芳说。

不同于传统以实物为主的非遗展览
形式，非遗创意设计作品授权展聚焦非
遗符号的授权和转化，作为当下文创领
域富有冲击力的战略革新，为非遗传承
人的传统创造力提出了全新挑战。我们
可以发现，今天的非遗艺术展现形式，早
已高度抽象为线条、颜色、图案等元素

“矩阵”所构成的综合性大IP，承载形式
也由古老的器物跨界到生活用品、建筑
陈设乃至电子产品的设计中。“可以说覆
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非遗本身
就是不断传承演变的生活艺术。只有与

人们的生活深度融合，才能为非遗的传
承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成都市对外
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郑文介绍道。

通过在展场售卖产品进行“试水”，
只是这次授权展的“附加属性”，实现非
遗元素的授权，才是这些参展单位的主
要目标。53家参展单位里，既有赫赫有
名的杜甫草堂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等中国文博界的“大咖”，也
有钦城、御翠草堂、南谷等新兴的非遗主
题文化公司。整个展览通过“时代共振、
传统共生、合作共创、传统工艺与现代生
活”四大主题展区，结合中国非遗创意设
计作品授权论坛、非遗授权签约仪式等
活动，全面展现非遗跨界的积极探索，为
非遗技艺、文化IP与设计师、市场之间搭
建桥梁，先后吸引了网易、中国文化传媒
集团等业界众多大咖的关注。仅在展会
的授权签约仪式上，就有6家公司完成非
遗授权现场签约，被授权方涵盖酒店、餐
饮、鞋服、家居等品类供应商，为非遗授
权和成果转换探索出一条有效路径。

一手创办了羌绣公司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藏羌织绣工艺大师
杨华珍算是非遗授权的第一批试水者。
当羌绣遇上星巴克，会产生怎样奇妙的
化学反应？在星巴克的一张星礼卡上，
杨华珍设计的“万灵载溢”山茶花图案格
外吸睛。向四周延伸的线条，象征着生
命的无限延展与成长——这些原本存在
于高原羊毛织物上几千年的图案，完美
地与星巴克咖啡“滴滴浓香，沁人心脾”
的品牌特征相融合，穿越古典与现代，

“美”的概念，在这里得到了相融共生。
除了星巴克外，目前，欧莱雅、植村秀等
品牌均已获得杨华珍的授权，将藏羌文
化元素融入各自的产品中。“这些非遗授
权合作在提升藏羌织绣知名度的同时，
带来了大量的后续制作订单，为寨子里
的绣娘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
迄今为止，杨华珍的非遗授权业务成交
金额累计达800余万元。

今天，人们对非遗的认识在逐渐提
高，更多地发现交流的重要性。非遗节
会有开始和结束，但文化交流永远不会
停止。参加国际手工艺展的国外手工艺
者纷纷表示，下一届非遗节还会继续参
会。包括波兰手工花边织造大师艾娃·
斯毕拉在内的海外艺术家更是决定将自
己的艺术公益展示到成都的普通社区
中。来自丹麦的古典剪纸“七个龙蛋”已
经率先留下，从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搬
家”到金沙遗址博物馆，从今年10月27
日开始继续延续中外文化的对话。同
时，中外艺术家联手创作的形式广受关
注与好评，成都和法国两地的三场展览
已经提上日程……

非遗与科技相结合，正在绵绵不绝
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抖音推出“非遗合
伙人”计划、微博助力非遗曲艺传播、京
东非遗专营店正相继上线，古老技艺的
传承人们甚至开始应用前沿的AI技术来
拓展自己的艺术表达。非遗，正令人欣
喜地焕发出蓬勃生机。

当代青年，

执笔未来

□ 覃皓珺

冬枣熟了

左图 国际手工

艺展——丹麦剪纸。

下图 天府小匠

人竹编竞技活动。

（图片由成都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 图/文 沈 慧 范长国

已经走到需要拓展非遗发展崭新格局的时候了，且看中外手工艺匠人如何在交流、传承

和保护中，用自己的智慧来面对非遗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