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榆

今年春节，很多游客选择来风光秀丽的

丽江泸湖畔沽探访世代居住于此的摩梭族人

和摩梭文化。

摩梭人至今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习俗。

摩梭手工纺织和闻名的“走婚”习俗一样，是

遗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样式。当地女子从小

学习织麻、纺麻、捻毛线、绣毛毯、编腰带，这

些是摩梭女必须掌握的手艺。

白天劳作，晚上纺织，生活继续着，日子

却没有任何起色。“这样的日子不行，得找个

出路。”20 多年前，摩梭妇女阿七独支玛不甘

心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被消磨殆尽，萌

生了拓展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想法。如今，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她带领村里

的妇女们找到了一条依靠手工纺织走向致

富的路。

而在云南，活跃着一个又一个“阿七独支

玛”，她们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在“食、

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现代生

活的深层次融合。

靠手工过上好生活

“2001 年春节，一位来自日本的客人在

看到我们的纺织品后，对这些具有民族特色

的工艺品赞不绝口。经他介绍，日本福岗市

博物馆专程派人来到村里，买了两套摩梭服

装陈列在博物馆内。”阿七独支玛说，这次偶

然的机会给了她把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品带出

去看世界的决心，“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

让村子里的女性同胞都能依靠纺织过上理想

的生活。”

村里 25 岁的独支拉姆，2004 年外出打

工，当时每月仅有五六百元的收入。她说，自

从跟随阿七妈做手工纺，月收入可达 1000多

元，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重要的是还可照顾

家庭,再也不用背井离乡，“让姑娘们回来，摩

梭人母系家庭才能稳定和延续。”除了挣钱，

阿七独支玛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开始的几年里，对于永宁的摩梭人和其

他各民族妇女来说，手工纺织仅仅是解决温

饱问题时女性的一项生存技能。但这种改变

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些手工，村子里头也有了

大学生。有些家庭要照顾老病的亲人，也全

靠这不定期的微薄收入。只是跟机器相比，

这项生存技能显得优势不足，尤其是在充满

浮躁的旅游消费市场，愿意停下来了解摩梭

手工，并为此支付更多钱的人不多。

她们的焦虑不无道理。此前在丽江古城

里，机器围巾仅卖 20 元~40 元/条，手工围巾

要卖到 60元/条，这导致手工围巾大量滞销。

在民族文化中找出路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重新找到一条出路，

阿七独支玛和他的儿子阿七尼玛次尔费了很

多心思。

阿七尼玛次尔作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

大学生，毕业后就回到村里进行摩梭人非遗

手工制作流程的收集和整理。他想用自己

的努力为摩梭人的传统手艺留下可追溯的

历史印记。

经过 8 年的努力，阿七尼玛次尔目前工

作的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已经帮助摩梭

人建立了一个摩梭手工手艺展览室。在对

抗机器复制方面，他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

帮助下，找到 12 个摩梭图案。这 12 个图案

作为新一代摩梭手工织品的标准图案已经

注册版权，获得了各种法律和文化上的出

生证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十二个跟

摩梭人传统生活有关的图案只能手工织，

机器织不了。

“如今，重新回头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时，

发现自己吃亏的原因，原来是完全忽略了摩

梭手工除凝结了摩梭女性的汗水之外，还应

该具有文化的附加值。”他说。

阿七独支玛说，她过去只知道“文化”就

是“读书写字”（汉字），现在发掘摩梭人的手

工技艺也是“文化”。显然，阿七独支玛如今

致力于传统手工的事业，得益于对“文化”的

观念转变和信心的建立。

找到非遗元素的接入点

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乌银

走铜、傣族手工古法抄造纸术到闻名遐迩的

鹤庆银器、彝绣服饰。云南是民族艺术的宝

库，刺绣、银饰、斑铜等手工艺品无不凝结着

传统手工艺人的审美观念与思想情感。

近年来，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

“非遗”有益尝试，将非遗元素成功“嵌入”现

代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在“食、住、行、游、购、

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层次融合。

通过合理利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项目，推进非

遗融入半山酒店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建设，

实现非遗与旅游要素“住”的链接；依托传统

工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加强文创产品研发，

全面推动以“金、木、土、石、布”为代表的特色

文化产品向新型旅游商品过渡，实现民族手

工与旅游要素“购”的链接，让非遗“活”起来，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保山腾冲高黎贡文化创意产业园邀请手

工非遗大师入驻，以皮影、土陶、藤编、纸伞、

抄纸、布鞋、阿昌织锦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游客“零距离接触”，通过“非遗+”活态传

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及其衍生品与现代生活

和市场接轨，致力于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

为市民游客“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隐藏在都市商圈的昆明顺城拾翠市集，

市集上的云南礼品主题专区有华宁陶、竹藤

编、扎染等非遗产品；特色文创产品则把官渡

古镇、讲武堂、大观楼等昆明标志性建筑以及

汽锅鸡、炸乳扇等云南特色美食融入创意商

品，让消费者带走关于云南、关于昆明的时光

和片段。

“让民族文化手工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出

迷人光彩，就必须找准与当代人需求的连接

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旅游业的兴起，城镇游客增多，

当地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断开发，扩大了

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工艺美术的繁荣同时

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诸如一些房地

产、物流、食品、旅游等行业也加盟到工艺美

术这个行业，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传统手工艺

的发展。

本报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 352 元 每季 88 元 2 月 29.26 元 其余月 29.34 元 零售:逢 4 版 0.56 元 逢 8 版 1.12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184 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文化新闻4 责任编辑：苏墨

E－mail:grrbwhzk@sina.com2023年 1月 29日 星期日

阅 读 提 示
在云南，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在“食、

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现

代生活的深层次融合，也带领当地居民

走向富裕。

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将非遗元素成功“嵌入”现代生活

给民族文化寻出路

视 线G

艺 评G

罗筱晓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1月 28日

06时，2023年春节档期总票房超 68亿，位列

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榜第二位。包括《流浪

地球2》《满江红》等7部影片在大年初一上映。

除了贡献热度外，它们对电影行业和观

众来说都是一个标志：3 年来，影院时开时

关、影片定档又撤档的情况基本成为历史，

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正在归来。

与之类似，此前，因疫情受到影响的各

类线下文化活动已陆续恢复。去年底，国家

大剧院宣布恢复线下演出，并在 2022 年 12

月31日和今年1月1日呈现了两场新年音乐

会。流行音乐方面，最容易恢复的Livehouse

演出形式成了不少艺人和年轻观众重回线

下的首选，有人粗略统计，截至去年底，

2023 年前 4 个月 Livehouse 待演项目已有

700 多场。至于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

承载各种文化功能的公共场所，也已基本

正常开放。

线下文化市场全面复苏，这绝对是让人

喜闻乐见的事。回顾过去 3年，向来倚重现

场、线下形式的文艺行业发生了很大改变。

一方面，它是遭受疫情冲击最大的领域之

一；另一方面，诸多的演出、展览搬到线上，

让人们足不出户享受文化生活的方式也在

3年间出现。

早在 2020 年春节假期，国家文物局就

在官方网站上紧急扩增了一批在线展览内

容，以填补多项文化展览取消的空缺。到了

今年，各地博物馆的“云展览”已经相当令人

感到惊艳，不仅有线上讲解员、展品 360°

展示，还有博物馆利用电脑技术，让看展人

可用虚拟模式一路欣赏着博物馆外景步入

展厅，可谓另一种沉浸式体验。

线上演出同样是疫情期间文艺领域的

产物。2022 年，多名艺人在短视频平台举

办线上演唱会，观看次数动辄以“亿”为单位

计算。虽然场地搬到了线上，但有的演出依

然花费重金打造出了电影般的视觉效果。

一开始当然是出于无奈，但当似乎此前

被广泛认同的“演出就要去现场、展览就要

看实物”理念被打破，人们渐渐感觉到，线下

与线上其实各有所长。

线下文艺生活的优点不必多说，从出发

去展厅、音乐厅开始到观展、观演结束，整个

过程都是一种真实、独特的体验。不过，当

展览和音乐会到了线上，时间和距离的限制

首先被打破，无论人们身处何地，都可以在

虚拟展厅和视频中获得精神满足。

去年下半年，线上演唱会好几次成了舆

论关注热点。与在偌大的体育馆沉浸于艺

人演唱、舞台、音响效果不同，当与千万人一

起隔着屏幕听到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更多

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情绪，以及“原来有这么

多人和我一样”的感觉。

随着线下文艺活动恢复，各类资源投

入、相关从业人员的时间、精力乃至观众的

注意力必然会随之有所转向，不过显然，人

们已经知道线上与线下并非二者只能取其

一。比如，国家大剧院去年最后一天的音乐

会演出，就在多家网络平台同步直播。

当然，在社会生活全面恢复正常的未来，

如果只是简单直播或者把线下的东西照搬到

线上，效果会打折扣，流量也必然会减少。所

谓危机中藏着机遇，经过前期摸索，如果文艺

行业能够借助新模式、新技术，将线下做不

到的在线上实现，满足用户刚需，让人们可选

择的文化生活方式更丰富、更便捷，线上文艺

活动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新舞台。

线下“复活”，线上文艺也还可以继续

拾

以寻迹戏曲之源为初心守正创新
本报记者 陈俊宇

通过艺术化形式再现南宋时期书会才人写戏情景，呈现

宋韵瓯风的生活美学，让中国戏曲史开端的一幕从史书中“活

起来”；打破传统舞台的临水观景节目，将晚会现场“空降”至

顺水而行的游船之上，让江南水乡戏曲曲艺沉浸在塘河岸边、

桥上、船上等水上戏曲舞台；以影视化手段的讲述方式，实现

千年商港与新时代侨商的跨时空呼应，营造海内外中华儿女

因戏结缘、共贺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过大年，看大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春节戏曲晚

会》汇集百位戏曲名家、新秀以寻迹戏曲之源为初心，在山水

实景、大美天地之间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

春节戏曲晚会开办了33年,据介绍，今年晚会的主舞台设计

灵感来源于“源”“圆”二字，首次将主场移步户外，选择在中国历

史上最早的成熟戏曲形态——南戏的诞生地浙江温州进行录制，

共同追根溯源，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澎湃不息、一脉相承。

以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剧本《张协状元》的编撰地九

山书会为主舞台，晚会从场地中心延展出直径 25.5 米的圆形

地屏舞台，让数字艺术空间技术与传统戏台相融相生。借鉴

宋代美学传统建筑风格，打造 12 座戏台屋顶与浮雕戏台，形

成天下大戏汇聚之感。超过 1600 平方米的 LED 大屏如瀑布

一般铺展而下，为节目烘托氛围。

晚会还运用 AR 技术延展舞台，搭配透明奇幻的视觉效

果，通过航拍、“天眼”、穿梭机等多媒体技术和多维视角拍摄，

营造东方美学意境，打造出了梦幻立体的戏曲天地。

今年晚会汇聚来自全国近30个戏曲剧种、70余个院团院校，

集结百余位戏曲名家和新生代戏曲传承人、近千名参演人员。

本报记者 苏墨

日前，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

息中心权威指导的涉案剧《狂飙》正在央视八套热播，引发了人

们的观看热潮。近年来，电视剧市场出现了许多反映扫黑除恶

的好剧，如《扫黑风暴》《冰雨火》《罚罪》等。《狂飙》作为一部具

备独特题材优势和现象级潜质的优秀剧作，在叙事手法、人物

塑造、价值引导等方面，给当下涉案剧创作提供了创新之法。

在现实主义的观照下，涉案剧更加注重剧情推理和案件

揭秘，在叙述手法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狂飙》切入三条时空

脉络，借由刑警安欣、黑恶势力高启强两个角色的人生轨迹，

不仅展现了一场跨越 20年扫黑除恶的斗争故事，还再现了时

代变迁下黑恶势力的形成与崛起，几条线索齐头并进为观众

勾勒了一幅正义与邪恶斗争的画卷。

纵观近年来几部优秀的涉案剧，选择多线叙事、插叙等手

段来组织故事、设置悬念的尝试屡见不鲜：《扫黑风暴》运用倒

叙和插叙的方式将多条故事线齐头并进，从中央督导组、专案

组、市局和地方势力层层铺垫线索；《燃烧》《三叉戟》在顺序主

线中，插入过去时空的故事，增加故事容量。非线性叙事的手

法使剧集的节奏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均衡之中，引导观众自

己在脑海中补全逻辑的空白点，逐渐拼凑出事件的完整版图。

同时，涉案剧要牢牢抓住细节这个关乎成败的内核。为

了能够体现时代变化,《狂飙》在场景布置、服装造型设计等细

节方面的把控上一丝不苟：宏观处，能勾起不同时期过往回忆

的场景设置；细微处，能看到警服汗衫的颜色变化，电脑从台

式到薄显示屏的转换……在一个个“润物细无声”的细节基础

之上，观众在时代坐标中找到相应的定位。

无论是早年的《便衣警察》《黑冰》，还是近年的《破冰行

动》《扫黑风暴》等剧，一直以来，人物群像的刻画都是涉案剧

的重点，而时代群像的全景式呈现正是《狂飙》的一大亮点。

该剧展现了黑白交锋下京海市的众生百态：内心追求正义的

人民警察安欣，在与黑恶势力斗争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好警

察；高启强从被欺压的小鱼贩，在社会摸爬滚打后被大环境所

改变，成为后来的黑恶势力代表。该剧以不同人物视角全景

式展现黑白交锋与复杂人性，勾勒出中国社会 20年时代变迁

下的众生烙印。

涉案剧中的角色照进现实，观众看似在剧中，又身处现

实，引发人们对社会与人性黑暗面的反思，从而实现现实主义

题材涉案剧的警示和教育效果。《狂飙》通过时代交替叙述的

方式，抽丝剥茧，带领观众了解黑恶势力崛起的缘由以及扫黑

除恶的艰辛，剧中案件发人深省，写实的生活场景，权与法、情

与理、善与恶等问题的思辨性，折射出人民对打击有组织犯

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拥护和支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教育

意义。涉案剧以剧集为媒介，与观众对话，在戏剧故事和现实

投射的平衡基础上构建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

我国的社会现实为涉案剧题材电视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选材基础和广阔的创作空间。《狂飙》作为国家扫黑除恶

行动成果的影像化表达，深刻地描摹了扫黑除恶斗争的真实

图景，为涉案类现实题材电视作品提供了创作导向与思路的

借鉴。在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现实主义涉案剧应顺势而

变，不断调整内容和叙事节奏，折射多元人性，在揭露社会困

境的同时承担起传递正向价值观，正确引导、教育观众的功

能，进而实现现实主义与主流价值的聚合。

涉案剧《狂飙》：聚合现实主义与主流价值

1 月 27日，在湖北省孝感
市云梦县黄香文化园表演的国
家级非遗三节龙。当日，云梦
皮影、三节龙、楚剧等国家级非
遗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黄香
文化园上演，精彩的表演吸引
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胡学军 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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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宽窄巷里人如潮

1月 26日，游人在四川成都宽窄巷景区观赏民间艺人绝
活表演。春节假日，四川省成都市宽窄巷景区迎来众多游
客，热闹非凡。游客在了解天府文化的同时，又可品小吃、看
灯展、赏非遗、逛庙会，享受假日快乐。 薛俊 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