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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辞旧迎新的重要

节日。然而，今年春节却非同

一般。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需要，全国多地号召就地过

年。各地要耐心周到地安排

和服务，为留下过年的人们提

供物资保障，营造热闹温暖的

年节气氛，让大家快乐地度过节日，以他乡

为故乡。“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

活动，对就地过年的人来说，是一份贴心的

过年大礼。

“视频直播家乡年”，以各地列入国家级

非遗名录、部分省级非遗名录的年节民俗文

化为直播内容，精彩呈现非遗中的节日习

俗。人们即使身在他乡，也可以利用政府提

供的便利，通过视频欣赏到各地不一样的

年节。

过年了，漂泊的人总会想家。“视频直

播家乡年”，让身处他乡的人能够以网络互

动的方式参与家乡年节，这是乡情的抚慰，

也是分享“家乡年”的重要途径。当然，就

地过年的人如果能结合线上直播在线下组

织相应的年俗活动，把乡村过年的热闹搬

到城市社区，使优秀年俗文化进城，不失为

城乡融合的一个有效路径。同时，应该抓

住契机，在城市社区为就地过年的农民工

提供公共空间或机会，让他们既能欣赏城

市年节的现代新风，也能保持传统乡村过

年的热闹温馨。

就地过年，需要品尝家乡的年味，通过

网络直播带货销售能便利地购入年节所需的食品等。同时，有

人通过在微信朋友圈晒自己家乡年货的方式，为家乡产品做市

场宣传。年货的网上销售，不仅为在他乡过年的人们提供了置

办年货的便利，也为各地民众欣赏、品味他乡年节味道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

发达的网络与物流，助推了新型网络经济，促进了消费，让

天南地北的人们能够便利地获得具有地理标志的产品，以满足

日常生活需要。

网络经济还便利了人们的社交活动与人情表达。每逢重要

的传统节日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亲人之间、朋友之间都会相互

问候或馈赠礼物。对于远在他乡的亲友，人们可以借助网络方

式完成。比如，网购礼品可以留言表达祝福，而且礼品直接送达

对方，贴心周到。网络经济打破了空间的阻隔，破解了时间耗费

的困扰，融合了亲情，加固了友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教授）

赏 龙 灯赏 龙 灯 、、看 舞 狮看 舞 狮 、、贴 年贴 年

画画 ……不知哪一个场景会引……不知哪一个场景会引

起你对年味的回忆起你对年味的回忆；；

年 糕年 糕 、、腊 肉腊 肉 、、麻 花麻 花 、、烧烧

鸡鸡 ……不知哪一道美食会勾……不知哪一道美食会勾

起你对家乡的想念起你对家乡的想念。。

此时此刻的你此时此刻的你，，或许正响或许正响

应倡导就地过大年应倡导就地过大年，，心中满是心中满是

对远方的家和亲人的思念对远方的家和亲人的思念。。不妨打开手不妨打开手

机机，，看看““视频直播家乡年视频直播家乡年””，，屏幕那端熟悉屏幕那端熟悉

的街景的街景、、乡音和独特的民俗活动或许能缓乡音和独特的民俗活动或许能缓

解思乡之情解思乡之情；；或者到或者到““云端云端””赶大集赶大集，，一键一键

买齐来自家乡的地道美食买齐来自家乡的地道美食，，先满足味蕾先满足味蕾，，

再填充心灵再填充心灵。。

直播间里有年俗

王熙是北京京西皮影的传承人。2

月 3日，她在网络直播现场与主播一起教

大家制作“皮影牛”，为观众送上牛年新春

祝福，并用皮影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年俗。

霍树青是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传承

人。他直播时向观众展示年画制作的传

统技艺，并分享与年画相关的民俗，“年画

年画，重点就在一个‘年’字，希望带观众

感受年画中蕴藏的喜庆吉祥的祝福”。

春节前后，许多非遗传承人走上“云

端”，用自己的技艺陪伴手机另一端的观

众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新春。

根据“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统一部署安排，由文化和旅游部非

物质文化遗产司主办的“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在春节期间达到高

潮。活动支持各地以系列短视频、直播等

方式，对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举办的民

俗活动，从筹备到举行的全过程及相关年

俗场景进行拍摄记录，并上传至平台活动

专区集中展播。

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国与春节、元宵节相关的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有 200 多项，每年春节、元

宵节也是社区、乡村开展非遗展示展演和

民俗活动的重要时间节点。“在 2021年春

节、元宵节期间开展‘文化进万家——视

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对于展示植根中国

大地上丰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就

地过年的人民群众及海外华侨华人在网

上感受家乡的味道、过年的味道，展现中

国人民抗击疫情、驱散阴霾，欢乐喜庆过

大年的精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该相关

负责人说。

“线上”年味受欢迎

“五、四、三、二、一，上链接！”1 月 24

日，在淘宝主播薇娅的直播间里，多款非

遗年货隆重上线，迅速受到热捧。

当天，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

会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共同主办的“非遗牛

年大集”在云端开市，将持续到2月26日。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王晓峰说，今年是

一个特殊的年份，很多人都积极响应“非

必要不返乡”的倡导，就地过年。“非遗牛

年大集”为不能回乡的人们搭建了情归乡

里的“云桥”，用非遗解乡愁。

记者在天猫搜索“非遗美食”看到，北

京东来顺的羊肉、天津桂发祥十八街的麻

花、绍兴女儿红的黄酒、云南宣威的火腿

等中华老字号美食都已备足货源，还有沟

帮子的熏鸡、狗头山的腊肉等地方传统年

货，消费者用手机就能便捷购买。“很好

吃，是熟悉的味道！”“回不了家，更加想念

家乡味道！”留言里满是浓浓的思念。

节日里不仅有美食相伴，还有丰富的

活动：天猫、淘宝以及部分跨境电商开设

非遗特色产品专区，邀请主播宣传非遗产

品，邀请非遗传承人、非遗工作者走进直

播间，介绍非遗技艺、讲述非遗故事。淘

宝专门针对年轻群体开展“非遗牛年大

集”直播活动，联合主播力量为非遗发声，

让民间绝技被更多人看到，助非遗产品成

爆款。飞猪平台为非遗相关景区景点开

设慢直播，让游客在线上了解非遗背后的

故事。

王晓峰表示，希望通过“非遗牛年大

集”，让更多人认识非遗、喜爱非遗、保护

非遗，进而推动非遗回归千家万户、回馈

百业千行，实现更好保护与传承，增强中

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指尖技艺变指尖经济

酷狗平台主播净音参加了三场“视频

直播家乡年”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直播

能够很好地与观众互动，比如在做剪纸直

播时，我会有意识地引导观众拿起纸和剪

刀一起体验剪纸的乐趣。现在，包括非遗

在内的很多传统文化类直播很受年轻人

的欢迎。”她认为，有赖于互联网、数字化

等新技术的发展，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正

在拉近古老的非遗、传统的手艺人与年轻

观众的距离。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在快手、抖

音、微博、酷狗等平台上线展播专区后，迅

速积攒了人气。截至2月4日，快手端“寻

味非遗年过家乡的节”共征集视频作品

1003个，播放量达 1亿次；微博“非遗过大

年”话题阅读量达1亿，讨论量达3.5万。

王熙最早感受到短视频传播的效果

是 2018 年。“一家短视频平台发起了皮

影‘尬舞’活动，我们京西皮影的短视频

3 天收获了 2 亿次的播放量，远超线下演

出。”此后，王熙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新的

传播方式将自己手中的技艺发扬光大。

“去年因为疫情，线下演出受到一定影

响，我们拍摄了 12 部与战‘疫’相关的皮

影短视频，在线上获得了 1 亿次的播放

量，用古老的非遗技艺传播了正能量。”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找到王熙时，她

立即热烈响应。

“非遗牛年大集”开市后，迅速获得了

消费者的关注。从 1 月 24 日到 2 月 4 日，

“非遗”搜索人次同比增长 49%，“非遗”商

品成交额同比增长 137%，“非遗”商品购

买人数同比增长 264%。而在过去的一年

里，有超过 2亿用户在手机淘宝上购买了

非遗产品，其中“00 后”消费群体增长了

50%。网络正在帮助非遗传承人把指尖

技艺变成指尖经济。

“爸爸，快看我！”7岁的安世轩站在立体木版年画

合影板后，探出头挥着手，通过微信与远在山东的爸爸

视频通话。

这是湖北老河口市群众艺术馆开展的非遗过大年

系列活动中的一幕。

“孩子看到志愿者在拍摄张贴木版年画的视频，一

下子就被吸引过去，要直播让爸爸感受一下。”袁女士

告诉记者，丈夫在山东梁山工作，今年响应号召就地过

年。这次活动不仅年味十足让孩子喜欢，还能一解孩

子爸爸的思乡情，线上团聚合影也有纪念意义。

日前，该市文艺志愿者来到老河口市仙人渡镇李

家染坊等特色小村，张贴老河口非遗传承木版年画、春

联并挂起灯笼，给特殊的新春增添年味，也向群众普及

传统文化知识和老河口非遗文化。他们还自制短视

频，让浓浓的年味在网络上更广泛地分享。

老河口市群艺馆负责人蔡天翼介绍，这次活动在

网络上很受欢迎，大家对老河口木版年画特别感兴趣，

不仅让身处外地的人们感受到家乡的年味，更对老河

口木版年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有网友留言说：

“看到家乡熟悉的场景，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解了思

乡之情。能在线上体验家乡年，太棒啦！”

老河口木版年画历史悠久，作品内容题材广泛，在

表现技法上构图饱满、层次分明。

记者了解到，老河口木版年画传承人陈洪斌 2020

年 12月特别制作了一幅名为《福牛鼎盛》的木版年画。

这幅作品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原博设计，陈洪斌

雕刻、印制，历时一个多月才完成。作品主图为牛，牛头

顶福字，牛首下的稻穗图案寓意牛年丰收，两边飞舞着

凤凰，是对牛年吉祥如意的祝福。年画传递出对牛年的

浓浓祝福、对2021年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增加居民居家乐趣，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

为了让留在外地过年的老乡感受家乡过年的氛围，老

河口市群艺馆整合线上资源，通过网络平台教大家如

何在家制作年画，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云端云端””非遗解乡愁非遗解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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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年画传递节日祝福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周延慧

2 月 3 日，“文化

进万家——视频直播

家乡年”系列主题活

动皮影戏专场在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

京 西 皮 影 非 遗 园 举

办。据了解，本次活

动通过视频主播探访

非遗传承人的形式，

为网友带来皮影戏技

艺展示，感受非遗文

化魅力。

右图 京西皮影

传承人王熙（右）与视

频主播向网友介绍牛

年主题皮影。

下图 2 月 3 日

在中国京西皮影非遗

园拍摄的皮影表演。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2 月 1 日，在重庆北车站，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车站的青年员工展示自己剪好的牛年生肖窗花（左）和福字窗

花。当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站邀请重庆市

非遗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玲和重庆车站的青年员工一起剪

窗花，体验非遗剪纸文化传统，并把剪纸作品送给车站出行的旅

客。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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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老河口市群众艺术馆的文化志愿者们用当地的非遗年画装点出浓浓年

味。 李雯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