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一双双粗糙而灵巧的手，我感受不到手工艺的

魅力；如果不是亲耳听见非遗传承人的酸甜苦辣，我不知道这些“手艺

人”的艰辛。在这场浩大而精致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成果大展”上，记者的视线和思绪不时被牵引到这双承载历史的“手”

上，心中沉淀出万般感慨。

2 月 5 日开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从全国

精心选取了 188 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

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参加展览，邀请了近 170 名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现场展示

精湛技艺，展出的珍贵实物近 2000 件。展厅现场热闹嘈杂，常州刻竹

师傅范遥青却旁若无人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随着刻刀的婉转流动，

毛竹片上不一会儿便“长”出一支飘逸的兰花，还有一只羽翼清晰的蜻

蜓停留其上。我在一旁观察许久，感觉那双手仿佛和毛竹间有股强大

的力量，吸引在一起，不得分离。年轻的徒弟在旁边细细揣摩着，师徒

二人不时交流着雕刻问题，如同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一样。

拉坯制瓷、劈丝刺绣、铁锅炒茶，尽管传统工艺用到的材料和工具

不尽相同，却都要通过手来完成。手是沟通人类与自然的“关节”，它

把人的智慧付诸于现实，改善了环境，又取材于自然，经过精巧手工，

变成集使用、欣赏于一体的艺术。这些纯“绿色”的材料，在经过反复

摩挲和雕琢之后，保留了自然的纯净和人的温度，不冰冷、不可憎。

心中有万壑，手下方灵动。手艺人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双手，还有他

们的“技艺”以及“记忆”。每个非遗传承人都有一段故事，虽然艰苦，却内心

丰富。他们是固执的，守着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古老手艺，不肯变更一步。

他们又是机敏的，搬出ipad熟练地展示着新设计的花案和图纹。

“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不体，无文脉不魂。”

从这些非遗传承人的手下，以及那些带着远古信息的手工艺品中，我

隐约感受到了人类的脉动。除了博物馆里的陈列，也只有通过这些活

生生的手艺，来寻找历史的足迹和祖先的遗存。试想在那个刀耕火种

的朴素时代，人们竟有这样的心情和心境，把自己的生活修饰得如此

精致和精巧，让今人自愧不如。

在这个崇拜国际品牌，幻想奢侈生活的时代，人们能抽一点时间来

看看这些“土气”的手工艺品，已经实属不易，本不用苛求其他，但记者心

中仍然感到纠结。毕竟，农耕时代已经离去，精工细活的生活方式已经

被高效的节奏和规模化的工业品所代替。在充斥着繁华与浮躁的空气

中，那些渴望一方净土的手工艺人还能否像前辈那样静心去雕琢，不用

问世事，不去谋名利吗？

手工至上
本报记者 卢 旭 陈 曦/摄 屈 菡/文

图 1 为广东醒狮表演。

图 2 为热贡唐卡。

图 3 为玉器雕刻。

图 4 为浙江永康石桥头

九狮团表演。9 只狮子和 1

个彩球全由幕后 11 人通过

38 条 20 多米长的纤绳操纵，

其难度比木偶戏、皮影戏要

高得多。但是，9 只狮子群

舞群嬉不但能有条不紊，步

调一致，而且腾挪、跳跃等

动 作 都 栩 栩 如 生 ，活 灵 活

现。

图 5 为水族马尾绣。

图 6 为来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疏附县吾库萨克乡

的热合曼·阿布都拉展示民

族乐器。

图 7 为甘肃环县皮影雕

刻吸引观众参观 。

图 8 为景德镇手工制瓷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炎生

表演手工圆器做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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