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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非遗传播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为非遗传承人搭建
了走进千家万户的舞台，让
更多人可以在线上看非遗直
播、赏非遗技艺、购非遗产
品，为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
展创新拓宽了路径。

“如今我也学着用一些
iPad 上新软件来画草稿，最
开始不太适应，后面就方便
多了。适当借助科技的力
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表达
方式，更能展现文化魅力。”
广彩瓷烧制技艺项目市级传
承人周承杰除了不断“试水”
新科技，学习使用 iPad作画，
还时常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
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
解广彩这项非遗文化，“我在
抖音和小红书上都有账号，
有些自己满意的作品就发布
上去”。周承杰觉得“适当借
助科技的力量，赋予传统文
化新的表达方式，更能展现
文化魅力”。

除了社交媒体上的内容
发布，广式硬木家具的传承
人刘柏浩、刘锡桦父子更是
在抖音上玩起了直播带货，

“我们的耕酸堂从去年开始
开设了几个抖音账号，有介
绍木雕技艺的账号，也有直
播带货的账号”。在自家耕
酸堂的工厂旁，更是专门建
立了直播基地和广式硬木家
具展览馆来宣传自家的非遗
产品。刘锡桦告诉记者：“我
们有自己的主播，在抖音平
台带货，这些文创产品很受
网友欢迎，网友们透过这些
文创产品，可以亲眼看到广
式硬木家具的美，也能感受
到木料的质感，对广式硬木
家具制作技艺也会有一定的
了解。”

当下大热的元宇宙自然
也跟我们的非遗产生着奇妙
的化学反应，近年来，价格
便宜收藏方便的数字藏品
在各大平台上热销，广绣项
目的传承人王新元也把自
己满意的作品《广绣里的国
宝》上线到数字藏品平台。
王新元觉得“创新要紧贴时
代的进步，我们有责任把国
宝、文物，通过广绣的技艺，
让它展示在全球人民的视
野里”。

8月下旬，广州非遗街区永庆
坊迎来了两周岁生日。2020年8
月22日，位于恩宁路粤剧艺术博
物馆西侧的广州非遗街区永庆坊
正式开市。两年时间里，广州非遗
在这一“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
空间中展现、传承与创新。这两
年，永庆坊成为网红打卡点，获评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上榜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据统计，2021年，永庆坊客流
量达到750万人次，2022 年预计
将超过880万人次。

随着非遗街区永庆坊的开
市，十余位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在此开办了工作
室。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
各种非遗项目。“常常有美术相关
专业学生来这里学习广彩，然后再
运用到作品中，我们在这里开办了
广彩研学课堂，有很多小朋友来体
验传统文化，我们一有时间也会参
与到活动当中去，希望小朋友们也
可以了解广彩。”广州织金彩瓷项
目传承人周承杰说。

不光是研学课堂，广彩杯、
广绣胸针、橄雕耳坠……一件件
非遗文创产品也大受欢迎。对
于销售情况，广州榄雕项目传承
人曾宪鹏说：“效果挺好的，去年
中秋，光是月饼礼盒，我们就卖
出了几百盒。”记者也了解到，其
中比较受市场欢迎的核心产品
近百件，仅广绣与采芝林合作开
发的广绣香囊就已经售出6万多
个。曾宪鹏表示：“我想只有创
新才能实现传承。因为创新能
够不断适应新的市场需求，有了
市场，才能做到传承。如果失去
市场，传承就很难坚持下去。”

“永庆坊现在已经成为广州
一张出色的文化名片，而非遗街
区则为这张名片增添了别样的亮
色”，广彩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翟惠
玲将非遗街区里的工作室看作是

“和年轻人对话的平台”。她和团
队一直在尝试通过文创开发、跨
界合作等形式，推出符合年轻人
口味的工艺品，“我很喜欢他们把
广彩的元素用在各种日用品上
面，这样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之间，
就了解了广彩”。

非遗街区为广州营造了全新
的街景，提供了合作的平台，孕
育着产业的机会。文化需要传
承，但让遗存“活”起来，让现代
的人喜欢，显然需要更持久的耐
心和更高超的创意。尝到好处
的永庆坊还会继续扩大，而广州
历史久远的那些老城区在“老
树”上也会不断焕发出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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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产业创新发展多路径并进，传承与创新融合发展

广东非遗文化这样

让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机，让
创意为非遗插上梦想的翅膀。日前，由
广东省非遗保护中心指导、羊城晚报社
主办、辉柏嘉（广州）文具有限公司、广
州市大新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广东
教育出版社及家庭期刊集团《孩子》杂
志协办的“辉耀匠心·创意绘非遗”绘画
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

本次比赛面向幼儿、青少年及成年

用户开放。获奖选手及获奖指导教师
（学校）可获得精美证书及奖品。更有
机会与非遗大师面对面开展研学活动，
体验非遗魅力。

多位非遗传承人为本次活动打
Call，并为参赛选手献上比赛“宝典”，共
同助力非遗文化出圈焕新。相关专题及
报名参赛可扫码登录羊城派客户端“辉
耀匠心·创意绘非遗”专题深入了解。

策划：杜传贵 林海利
统筹：胡泉 吴江 刘佳宁
执行：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潘亮 李旭 沈钊 陈泽云 李志文 孙绮曼

单纯靠补贴的方式并不能
让非遗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
展，而仅仅起到最基本的“保护
和保存”作用。要想让非遗事
业更健康、良性的发展，需要引
导非遗走向产业化，形成市场
机制，不断完善自身造血机能，
才能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在广东，若外感风寒或感
染流感，大多数人会买一盒小
柴胡颗粒，几杯汤剂下肚，病情
很快就好转了，很是好用。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小柴胡这种
家用药竟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
史了，而且还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白云山小柴胡传承自
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
论》，至今已有1800多年，是目
前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
悠久的传统医药工艺之一。中
国传统方剂虽为良药，但苦口
且煎煮费时。白云山光华制药
公司在传承人汪宗仁的带领
下，从岭南医派“经方”研究和
应用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制
药经验，将小柴胡原来的“人参
方”“党参方”进行改进，并传承
古法将药物浓缩研制出工业方

“小柴胡颗粒”，患者在服用前
以温水溶解后即还原为汤剂，
既保留古法制剂功效又便于携
带和服用且口感清甜，改变其
传统中药“粗黑苦脏”的印象。

如今，光华制药原研产品小
柴胡颗粒单品销售持续增长已
接近5亿元，规模巨大。2018年
年底已经启动中药国际化，光华
制药将小柴胡等中药品种推向
国际市场，传承人马蓉透露，未
来2-3年在东南亚市场上将会
见到光华小柴胡颗粒的身影，非
遗产品将向国际市场扬帆。

作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古端州居民在汉代就有制
食裹蒸粽的习俗。而今，随着
时代发展，裹蒸粽技艺已经进
入到专业化生产阶段。近年
来，随着“Z 世代”在消费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年轻
人对许多传统的东西提出了新
的要求，肇庆裹蒸粽也跟随时
代变化推陈出新，为这项广东
非遗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项
工作，就是不断尝试做出更加健
康的裹蒸粽，让年轻人也能够喜
欢上裹蒸粽。”肇庆皇中皇果蒸粽
有限公司总经理卫光亮在裹蒸粽
这个行业已经待了超过30年。

“我们的目标是每天生产
30万只粽子。”卫光亮介绍，目
前皇中皇每天能够生产十几万
只的粽子，已经是华南地区规模
最大的肇庆裹蒸粽专业生产基
地。即便如此，皇中皇也仍然没
有停下前进的步伐。非遗是需
要传承与发展的，皇中皇在保留
传统的同时，也尝试着做一些新
式的、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裹蒸
粽。“现在我们有西米粽、碱水
粽、玉米粽、无糖粽等。这些新
式的粽子销量已经能够占到我
们整体销量的一半左右，未来这
个比例还可能进一步提升。”

“目前我们已经开拓了香
港和澳门地区的市场，走出了迈
向海外的第一步，但这还远远不
够。”卫光亮对羊城晚报记者表
示，东盟国家中有不少华人聚
集，他们对肇庆裹蒸粽文化也非
常认可，皇中皇希望寻找恰当
的机会进军海外，更好地传承
与发展肇庆裹蒸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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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非遗的创新发展时，广东省
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化遗产研
究院院长张春雷是用“传承、保护、传播、
创新”四个词来概括非遗的创新发展的。

他认为，这四个要素既互相促进也
互相制约，构成非遗工作创新发展的全过
程。在非遗的十大门类中，由于各门类之
间差异性比较大，对其创新发展的要求也
应有所不同，主要方向应是“既各展所长，
又不失本真”。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
医药比较适合往产业化的方向去发展。
但即便是这几个门类，由于其社会功能和
表现形态各自差异甚大，在创新发展上也
一定要做到“守正创新”。首先是核心的
理念和技艺不能丢失，代表性的元素和符
号不能丢失，在这个前提下，非遗可以借
助现代科技手段，实现跨行业的发展，才
能够实现创新发展乃至实现产业化。

张春雷表示，据其不完全统计，从
2005年至今，国家和广东省层面上发布
的非遗相关的政策法规就有近 30 项。
在未来非遗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如何用
好这些政策法规也是关键点之一，“要
让这些政策法规落到实处，真正服务于
非遗的传承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张春雷还同时强调，

发展非遗需要循序渐进。“从2005年国家
开始重视非遗以来，也仅仅过去了十六七
年的时间。这些从农耕社会产生和传承
至今的非遗，在历史上是一个渐进的慢节
奏过程，在快速发展的当下要在十多年间
就做成一个完善的产业可能性不大。”张
春雷强调，当前非遗还处于“培育阶段”，
还没有到做大做强的时候，仍然需要一些
鼓励、支持，不可操之过急、揠苗助长。

张春雷建议，在新时代下，非遗应
该与人文湾区建设方面相结合，作为大
湾区文化、思想、理念融合的优质资源；
在文旅融合方面，充分发挥广东旅游大
省的优势，打造非遗与文旅融合的标杆
项目；在乡村振兴方面，还可以建设一
批有当地根脉和社区人文基础的非遗
特色小镇，给予非遗广阔的用武之地。

张春雷还提醒，要注意格外关心当
下的许多＂准非遗＂项目。这些项目
是指由于不能满足至少追溯百年历史、
三代以上传承等方面的条件和佐证资
料，而未被认定为非遗的项目。这些项
目由于已有数十年的沉淀基础，已被社
会广泛认同，应是未来的文化遗产。对
这些项目应经过一定程序予以认定，列
入非遗政策培育和服务范围。（沈钊）

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春雷：
“传承、保护、传播、创新”构成非遗创新发展全过程

近日，家庭期刊集团《孩子》杂志·执
行总编、广东省家庭教育讲师团副团长、
广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祁丽珠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就非遗文化
与青少年发展等热点问题分享了专业观点。

作为一名教育专家，在祁丽珠看来，
非遗文化走强的背后展现了国家层面上
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近年来，我们一
直讲强调的教育的核心是立德树人，德最
核心的品质就是爱国，如何让孩子对这个
国家有认同感，我觉得一定是从文化开
始。”祁丽珠表示，树立文化自信，通过传
统文化传承去将文化根植于青少年的内
心深处，从而让他们更加有力量成长。

祁丽珠认为，“00后”的孩子基本上
都是数码原住民，在非遗文化的传承
上，更应利用好数字媒体手段与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开展传播。祁丽珠

表示，非遗文化传承过程中，一定要想
办法通过智慧的科学的手段让我们的
非遗文化首先“活”起来，要做到这点，
首先就要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模式去
吸引他们。现在很多传统非遗面临着

“传承乏力，后继无人”的局面。祁丽珠
建议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首先要
去了解时代青少年成长的特点，结合青
少年需求去研发课程，让课程适应青少
年，引导他们参与进来，而不是用我们
传统的这种理念和方法去让我们的青
少年来参与这些工作。”

祁丽珠说：“‘双减’目的是青少年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双减减的是孩子
的课业负担，不减的却是家长的育儿的
责任，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出台之后，我们的家长更要
去履行承担你的育儿责任。”（刘佳宁）

教育专家祁丽珠：
用智慧的手段与技术让非遗“活”起来

起来活活“ ”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枚耀眼的明珠，近年来，一大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传承与创新融合交汇中焕发新机。近
日，羊城晚报记者深入走访调查了解到，广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了诸多探索。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创新非遗产业，传承民族文化，更好地
在传承中创新成为当下广东非遗产业发展的主线。

古老的传统文化唯有在
日常生活中体现价值，才能实
现长久的传承。为了让非遗
文化传承后继有人，非遗传承
人们更是各出奇招。

“古琴应该是一种‘活’的
艺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时
刻关注社会的需求，做出适度
的改变与创新”。为了传承好
岭南派古琴艺术，传承人区宏
山和父亲区君虹决定正式面
向社会招收古琴学生，“实现
从家族传承到社会传承的转
变”。广府庙会之后，随着登
门求学的学员越来越多，区宏
山也深感，传统的口传心授

“一对一”模式难以适应新趋
势。当传统与创新需求再次
出现碰撞，区宏山再度做出改
变，决定在琴馆增设小班教
学。

如今，经过多年的探索，
天虹古琴馆已经形成了一套
完整而科学的教学体系，既有
面向初学者的好玩有趣体验
课，也有针对不同水平学员开
设的专业课。“从一开始的十
几位学员，到现在每年有 150
名左右的学生，学生遍布各个
年龄段，古琴受到了越来越多
人的喜爱”。

让区宏山更为欣慰的是，
这几年，部分琴馆学员在学成
出师后，也开始在广西、湖南
等地开班教学，由此，岭南古
琴流派开始走出广东，在各地
扎根发芽。作为非遗传承人
的区宏山深知，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近年来，他也
一直希望能结合自己所学，推
动岭南古琴走上更广阔的传
播舞台。

广州玉雕传承人余其泽
也希望更多人了解玉石，盼望
更多新鲜血液进入行业，为行
业带来新的变化。这些年，他
一直担任广州市轻工技师学
院客座教授，试图让玉雕这门
古老的艺术在教学中继续传
承下去。2018年 5月，广州市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荔
湾区总工会通过广州职工大
学堂荔湾分校平台开设玉雕
体验班，余其泽也成为体验班
的老师，8月份，新一期体验班
正在对外招生中，记者注意
到，这类体验班往往是免费
的，只收取材料费，但余其泽
却乐在其中，他表示，只要有
人愿意学，自己都愿意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后学者。

“目前我已经累计教授过
超 100 位学生。”余其泽表示，
工艺不应该只是简单地重复过
去，而要与时俱进，创造未来，
尤其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其中，才能不断推陈出新。

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同样
有着非遗传承人的身影，广州
手工打金项目传承人周镜钊
除了积极与政府、企业、学校
一起共同推动金银首饰制作
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更是把这
项非遗技艺带上了国际赛场，
这几年，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珠
宝加工项目的专家组成员和
教练用自己的非遗技艺，带领
选手们一次次刷新着世界技
能大赛上的“中国纪录”。

工作中的周镜钊及其作品

刘柏浩、刘锡桦父子

六一广彩体验活动在永庆坊举办 受访者供图

周承杰
为本次活动
题词打Call

王新元在展示动漫主题作品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