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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的夜里

你在做什么
□ 牛 瑾

深夜食堂、不打烊的书店、24小时

健身房……褪去了白天的喧嚣与芜杂，

无论在干什么，你在深夜中付出的一切

努力，终究不会白费。

近日，武汉大学标志性建筑“国立武汉大学”
牌坊遭搅拌车撞击后受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老牌坊建成于1937年，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之一，此次遭受撞击让网友直
呼心疼，纷纷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真要好好
加强”。

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是我国的金色名片，承
载着国人的情怀和记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6月13
日是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旅游部
集中开展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

丰富产品展示保护成果

同仁堂中医药、张小泉剪刀、五芳斋粽子、盛
锡福皮帽、内联升千层底布鞋……一家家耳熟能
详的老字号背后，是一项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些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非遗产品，与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新时代电商发展的助推
下，掀起了一轮轮消费热潮。

“天下香粉莫如扬州，传统技艺名不虚传。国
货给力！”一位在淘宝购买了国妆老字号“谢馥春”
鸭蛋香粉的消费者作出评价。对于消费者而言，
非遗产品意义独特，能为生活增添一缕文化韵味，
满足休闲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寄托；对于传承者
而言，消费是传播非遗理念、讲述非遗故事的重要
途径，公众在购买、使用非遗产品的过程中，自然
会去探索、了解产品背后的非遗技艺，领略其丰富
内涵。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阿里巴
巴、京东、苏宁、拼多多、美团、快手、东家等网络平
台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非遗相关单位、企业和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将在各平台开展销售活动。同
时，各地也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在历史
文化街区、非遗老字号等场所组织开展线下非遗
购物节活动，让公众在购物体验中参与非遗保护、
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
江镇的麻料村，是远近闻名的“银匠村”，村民世代
以银饰加工为生。近年来，麻料村凭借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银饰锻制技艺”建起银饰工坊，发
展银饰锻造、乡村旅游等产业，“非遗扶贫”成效显
著。然而，受疫情影响，今年麻料村游客数量锐
减，不少手艺人收入惨淡，非遗购物节的举办让他

们看到了希望。
“在疫情影响的背景下，支持电商平台

举办非遗购物节，从消费端发力，有利于帮
助广大非遗传承人特别是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复工复产，助力脱贫
攻坚。”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一级巡视员王
晨阳介绍，截至目前，全国设立的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超过2000所，带动非遗项目超过
了2200个，培训将近18万人，带动将近50
万人就业，带动20多万贫困户脱贫。

非遗扶贫是推动产业发展和文
化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多赢之
举，电商平台则有效打通了非遗扶
贫的“最后一公里”。非遗购物节
的举办，不仅能够有效扩大消费、
促进供销对接，也能帮助非遗传承
人通过市场来检验自己的作品，洞
悉公众需求，进一步提升技艺，促
进非遗传承。

“这次非遗购物节，就是在网上打
一场脱贫攻坚战。”王晨阳说。

珍贵影像讲述匠心故事

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力量，
正因为有他们的坚守，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历尽
沧桑仍然璀璨生辉。但由于不少传承人年事已
高、后继乏人，部分非遗项目生存状态堪忧。

传承人所承载的技艺、经验、文化记忆和教
学能力，是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内容。2015
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
记录工作试点启动，通过资料收集、拍摄影像等
方式，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实践、教学全方位
记录，建立传承人专题资源库，并制成纪录片进
行公共传播。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文化和旅游
部推出重头戏“云游非遗·影像展”，向观众呈现这
些难得一见的珍贵记录影像，讲述非遗传承人的
匠心故事：

《吴修富的肉连响》，一种濒临灭绝的民俗舞
蹈在七旬老人的推动下火遍恩施州；

《刘永安——木偶戏（邵阳布袋戏）》，一个人
的“剧团”坚守多年，刻画木偶人物角色惟妙惟肖，
说唱戏文字正腔圆，声音刚劲豪放；

《沈少三——撂石锁》中，“一代跤王”沈少三
曾让“撂石锁”绝技惊艳天下，今年已90岁高龄仍
义务教20多个孩子学习这项传统技艺；

此外，《手造中国》《甲子漆艺》《大匠之梦》《戏
梦关东》《平遥布鞋》等千余部纪录片都在此次“云
游非遗·影像展”公开展示，讲述鲜为人知的非遗
故事，呼吁公众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表示，本次影
像展还特别推出“拥抱身边的非遗”系列专题片，
从初心、本心、匠心、仁心、恒心5个角度呈现当下
非遗传承和保护成果，打造传统美学大赏。

《非遗·初心》聚焦中国非遗美食，挖掘已传承
千百年的饮食文化内涵；《非遗·本心》从传统音
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曲艺方面入手，呈现
传统演艺的魅力；《非遗·匠心》记录传统手工艺，
反映民族文化基因的绚丽色彩；《非遗·仁心》以医
者仁心的角度，展示传统中医的独特风采；《非遗·
恒心》则详述了传统体育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重要地位。

更多年轻人参与非遗传承

酷狗音乐日前发布《酷狗非遗音乐图鉴》显
示，非遗相关音乐累计播放已达574亿次，时长约
32亿小时。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是超过1亿名

“90后”“00后”网友的贡献。以昆曲为例，“90后”
“00后”群体在过去一年内通过酷狗收听了27.5万
次，播放时长累计超过16万小时。

这充分说明，非遗正在突破年龄层属性，以意
料之外的方式“出圈”。数字娱乐助推非遗“渗透”
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中，以创新姿态吸引
了大批年轻受众，而
这批“非遗新青年”
又为非遗的活态传
承增加了无限可能，
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今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活动期
间，各大平台抓住年
轻人喜好，以跨界的
方式，让非遗无界。
酷狗以“听见非遗·
音乐留声机”为主题

开设专区，通过音频、视频、直播等表达方式，推动
非遗音乐传播和传承。在哔哩哔哩非遗专区中，
一批年轻人自发录制剪辑了涵盖传统服饰、手工
艺、美食等品类丰富的非遗视频，讲述自己对传统
文化的理解。

让年轻人接过接力棒，是非遗传承的必由之
路。非遗新青年正以另一种打开方式，将传统的
非遗与新的互联网思潮结合，让“身边的非遗”实
现跨越时代的传承。

什么是身边的非遗？或许是端午吃的一口粽
子、学校门口卖的糖画、儿时睡前听的民俗故事，
又或许，是今年疫情期间全家都喝的抗疫中药。
传承不辍的非遗是如此紧密地融进了我们每日的
衣食住行，时刻展现着古老智慧在当代社会的延
续和创新。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快手、抖音、微博、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腾讯新闻等各网络平台都上
线了形式多样的互动活动，让人们尽情拥抱身边
的非遗。你可以打开直播与大师一起探索非遗工
作室、连麦学技艺，可以畅听精彩的线上非遗音乐
会，也可以拍摄、上传自己身边的非遗短视频和图
片，分享非遗的点滴。不断更新的传播方式让公
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无限拉近，在互动的过程中
发现、传承非遗。

丰富的非遗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美好，“互
联网+”等新型非遗传承模式不断涌现，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主动执笔续写古老的非遗故事，为岁月
留痕，为文化留根。

6 月 11 日，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宣传展示活
动“云游非遗·影像
展”暨“首届荆楚非遗
购物节”启动仪式在
湖北省图书馆举行。
图为武汉面塑手艺人
刘 洁 在 现 场 展 示
技艺。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66月月66日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老街内的非遗馆群正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老街内的非遗馆群正
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包含良渚玉雕馆包含良渚玉雕馆、、余杭纸伞馆余杭纸伞馆、、瓶窑陶艺瓶窑陶艺
馆馆、、风筝灯彩馆风筝灯彩馆、、蚕桑文化馆蚕桑文化馆55个非遗馆个非遗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6月10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道安在进行无
胎成型，银花丝制作中这一步需要匠人有高超的
技艺。 （新华社发）

城市的夜，如今正被拉长。深夜食堂、不打烊的
书店、24小时健身房……也就容下了更多的想象。

褪去了白天的喧嚣与芜杂，静谧的夜，可以用来
安静地想念。

想念好久不见的人。曾经在照片中傻笑的你
我，已经打拼在不同的城市。依稀记得藏在课本中
的杂志，依旧没忘一起看小说时的潸然泪下，依然回
味食堂中最爱吃的餐食，还有粉笔尘灰飞扬的教室、
透进温暖阳光的玻璃窗、追逐嬉戏的操场，那是我们
懵懂又张扬的青春。

想念匆匆走过的人。有些人，注定只能同行一
段路。追忆过往，感谢你曾经来过我的世界，虽然结
局遗憾，但毕竟并肩过，没有留下更大的遗憾。有些
人，注定住进了灵魂深处。即便没有形象的概念，依
旧默契着每一份默契，不远不近不相忘，想来也只有
那抹温馨的心心相惜。

夜，无声。听得见你的柔软。低低浅浅，也胀满
了一颗想念的心。

夜，有声。传递着你的挂牵。丝丝缕缕，也回应
着一颗想念的心。

如果把夜给你，你把想念留给了正在身边的人，
那么，别说等明天，见上一面，就在今晚，约在深夜食
堂，谈谈心、聊聊天。

深夜食堂，从来无关拘谨二字，售卖的也不是多
么精致的料理，烧烤、撸串、麻辣烫、火锅反倒成了各
大城市深夜食堂的标配。尤其当美食纪录片《人生
一串》火了之后，更是证明那一串一串的“烟火气”，
围坐在一起的社交感，对夜间人群别具魅力。

平凡的你我，琐碎的生活，治愈的美食，配上深
邃的夜，无一不写满故事。

在深夜食堂，摄入、增加了正能量，于倾诉沟通
之中也消耗释放了潜藏在深处的负能量。一进一
出、一加一减之间，随性而为又异常深刻；汤汤水水
温暖了肠胃，洗去了一天的疲惫，也敞亮并轻盈了我
们的内心。

褪去了白天的喧嚣与芜杂，静谧的夜，有些人的
工作和学习才刚刚开始。

夜班公交车的司机师傅，载着乘客欣赏着斑斓
的夜景；穿梭在大街小巷里的外卖小哥，让熬夜的人
们能及时吃上一顿暖心餐；急诊室里的医护人员，在
监护仪滴滴声中，守护着每一位患者；敲打键盘的职
员，最后修补着明天要提交的文案……

来到夜曲时间，这些平凡的身影努力着，在星星
点点的夜色里书写着只有自己能懂的故事，为了梦
想，积聚着破晓的力量。

逐梦是最美的姿态。逐梦的过程中，肯定有苦
有泪，或许还有委屈与不甘。但是，谁不是崩溃又自
愈、孤独又坚强地一路前行着呢？不过，实在扛不住
了也别硬撑，暂时停下脚步，想想深夜食堂的暖汤，
想想家里等待的灯光。

静谧的夜，总有些人用来充实自身。
订一张“深夜书桌”，进入沉思。他们职业各异、

爱好不同，却都在寻找一个角落，彻夜沉醉在书的馨
香中。他们或点上一杯咖啡安静地看着书，或徘徊
于书架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书脊、挑选着直戳心底
的那一本，始终伴随着不眠的城。

在这些夜读人眼中，白天的书店更像一个图书
超市。而深夜，是最能体会阅读快感的时刻。只有
到了此时，当“深夜”“书籍”“独处”碰撞在一起，才
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成了喧闹城市中的一种

“奢侈”。
占一个“深夜席位”，挥汗如雨。健身是一项极

度专注于自我的运动。自己的呼吸、自己的酸痛、自
己的汗流过自己的皮肤，在健身的时候，所有的感受
都会被放大。白天如此，更何况是深夜。

夜深了，无论你在干什么，每个人都在继续着自
己的故事。

可是别忘了，长夜过后，太阳会照常升起，你在
深夜中付出的一切努力，终究不会白费。

既然如此，那就祝你在想念之后、在见面之后、
在坚守之后、在充实之后，能够睡个好觉、做个好
梦。如果失眠了也没有关系，在忙碌城市的万千灯
火里，总有人陪伴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