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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一座桥，让手艺新生
本报记者 王学思

各 地

专家研讨“用设计的力量保护非遗”

钱小萍的锦样人生
姚付祥

在现代不锈钢坐椅的设计中能嗅到传统竹编工艺的

气息，在个性化十足的台历、笔记本中偶遇剪纸雕镂工艺

的运用……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

遗节中，人们在惊叹于美轮美奂的非遗作品的同时，这些

设计也着实刷新了大家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认知。如今，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设计师积极地加入到传统手工艺的保

护和发展中，为手工艺的振兴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从传统中寻找灵感，用设计演绎传承

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北京木真了时装有限

公司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中式服饰的设计与生产，近年

来他们开始尝试将苏绣融入服饰设计，推出的新品赢

得了市场的极大欢迎。在其执行总经理梁枫看来，这

种联姻不仅破解了企业产品设计的瓶颈，而且也让苏

绣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我们与苏绣传承人的合作可以称得上是一拍

即合，设计师从中获取了灵感，传承人也因此拓展了

其作品的呈现方式。通过这种跨界的交流和对话，

让苏绣不再只是一种静态的观赏艺术，而是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的生动点缀。”梁枫说。从这种跨界合作

中尝到甜头的木真了，目前还在计划与湘绣传承人

建立进一步的合作，联手打造棉麻系列产品。

非遗保护为艺术创造和艺术设计开辟了广阔的天

地，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也在非遗这片珍贵沃土中寻找

到了无限的创作灵感和元素。然而，手艺新生的力量

不止于此。

3 年前，当设计师盖宏睿初到西藏林芝时，当地的

手工艺人还穿着用化纤材料制作的传统服饰，从事着

与当地文化无关的工艺品制作，传统技艺濒临失传、化

学染料对环境的破坏等种种问题让人忧心。在 3 年多

的时间里，经过林芝天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和林芝市

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如今，他们不仅继承和发展

了珞巴族服饰、朗县藏香等传统工艺，而且破解了许多

技术难题，实现了部分手工艺产品与市场的成功对

接。当地百姓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实惠，在林芝，越来

越多的妇女参与到氆氇纺织加工项目中，除了日常的

耕种、放牧收入外，她们每月平均还能获得 3000多元的

额外收入。

架起桥梁，让对接更顺畅

传承人专注于传统工艺，设计师则精通于如何使

其与现代对接，然而，这种“配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

并非一帆风顺。

北京中关村时尚产业创新园总经理王琪说：“在当

下，传统手工艺资源和设计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

往制约了这种交流与合作。多数情况下，传承人和企业

间的合作依靠的是熟人介绍。虽然两者都有合作意愿，

但他们中间总是隔着一层纱。因此，构建并完善一种公

开、畅通的合作平台和机制是实现二者有效对接、优势

互补的重要保障。”

去年，杨设计顾问公司与江苏苏州市文广新局合

作启动了“新手工艺”项目。在对云南保山地区传统手

工艺的采集和发掘过程中，“杨设计”苏州分公司运营

总监王曾清发现，相比上了年纪的老手艺人，那些文化

程度较高的年轻传承人群与设计师沟通起来会更为顺

畅，因为他们的接受程度和理解力更强。但是，由于当

地传统手工艺产品的附加值过低，现在除了一些老手

艺人还在坚守，多数年轻人选择了外出打工，手工艺的

传承面临挑战。

针对我国当下部分传统手工艺者的设计创新能力

不高，民族特色知名品牌缺失，行业整体实力和市场竞

争力不足等问题，今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暑期，文化部已在

全国 18 所高校组织了研修和培训的试点工作，取得了

非常好的效果。日前，文化部非遗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文化部还计划组织非遗传承人群进入企业进行

研习试点，促进传承人群与设计师的跨界交流，从而实

现双方的相互启发、拓展创新发展的新思路。

此外，文化部还将鼓励对手工艺有兴趣的企业和高

校到 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其他西部民族

地区设立工作站，与所在地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开发相关的衍生品，提高设计制作水平和产品品质。

设立文化实验室，解决技术瓶颈

在手工艺与设计对接的过程中，一些关键的技术

瓶颈往往也会给设计师和传承人“泼上一盆冷水”。

对此，盖宏睿深有体会，因为在林芝纺织项目启动

之初，重重困难摆在眼前：林芝本地的绵羊不仅数量有

限，而且所产的羊毛手感不是很柔软，不适合做产品开

发。而从内地输送相关原材料，不但会加大成本，还会

让产品失去藏区特色；若沿用过去用红果子、核桃皮等

做染料的土法染色技术，又无法保证染色质量，而使用

化学染剂也是盖宏睿坚决不允许的，因为对林芝的环

境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

“如果连毛线和染料问题都无法解决，何谈创新

与设计？”经过持续不断的四处搜寻，盖宏睿终于在藏

区找到了经过技术处理后可供使用的羊毛，同时在

当地染色技师的反复实验后，在低沸点环境下控制

纯植物的活性染料色温和色彩的难题终于也得到了

解决。

“在林芝我们构建起了一个染整实验室，这是比设

计了多少产品还让我骄傲的事。发展民族手工艺并不

缺少有能力的设计师，只是许多时候设计师的设计只

能停留在草稿上，因为他们背后缺少一个真正的、能为

他们解决相关技术难题的实验室。”盖宏睿说，许多设

计是需要材料学家和设计师通力完成的。

对此，梁枫十分赞同：“我们的很多研发工作是与

浙江的一家面料公司合作完成的，其实这样的研发在

行业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每一次实验背后都需要承

担相当大的成本。我们很幸运的是合作公司的老板是

学化学出身，对于新面料的研制很有兴趣。”

非遗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部日后将鼓励和

扶持企业和高校申请设立文化部的重点文化实验室，

解决非遗产品研发过程中涉及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

鼓励更多的机构致力于提高传统工艺的科学研究。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近日，“华夏文明 根在河洛”第八届河

洛大鼓曲艺节在河南省伊川县举行。

该 活 动 由 河 南 洛 阳 市 文 广 新

局、洛阳市非遗保护中心等共同主

办，旨在通过曲艺节，提高河洛大鼓

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宝

贵的非遗项目，同时为河洛大鼓传

承人提供展示与交流的机会。

河洛大鼓是洛阳市首批入选国

家级非遗名录的项目。它主要以说、

唱等表现手段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具

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从 2008

年起，洛阳市非遗保护中心开始举办

洛阳市河洛大鼓曲艺节，至今已在偃

师、宜阳等地成功举办了7届。

岁月的艰辛刻画在她的脸上，花白的头发无声地

诉说着她的执著追求。对于年近八旬的宋锦织造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钱小萍来说，她为苏州丝绸、苏州

宋锦付出得太多，但无怨无悔。

挑战自我，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钱小萍1939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57年进入苏州丝

织试样厂工作，先后任组长、副厂长、高级工程师等职，

曾获全国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钱小萍的一生具有传

奇色彩，她一生所成就的几项事业，在一般人看来几乎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提起丝绸，人们更多地会把它与服饰、日用品联

系在一起，但钱小萍却把它运用到人造血管研制当

中。1958 年，她与上海胸科医院合作，研制成功第一代

人造血管——机织涤纶人造血管。以她为主研制成功

的第二代人造血管——机织涤纶毛绒型人造血管，被

专家鉴定为“理想的血管代用品”，1983 年获国家发明

三等奖。这一产品的成功研制，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丝

织的理解和想象。

作为知名的丝绸专家，钱小萍常常参加国内外丝

绸行业交流会。在法国、日本等地，她看到这些国家均

建有丝绸博物馆，展出的几乎都是出自中国的丝绸，她

内心十分焦灼。从此，建一座丝绸博物馆，成了她的头

等大事。

1984 年，在苏州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钱小萍提

交了创建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提案。她不仅利用各种机

会为建博物馆奔走，还为筹措资金四处化缘。一些丝

绸 企 业 的 厂 长 听 说 她 要 办 博 物 馆 ，纷 纷 慷 慨 解 囊 。

1991 年，中国第一座丝绸专业博物馆——苏州丝绸博

物馆建成开馆。

钱小萍所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挖掘

历代宋锦织品，特别是成功研制清乾隆时期的重锦《彩

织西方极乐世界图轴》，创新制作宋锦唐卡，参与 2014

年北京 APEC 会议各国领导人“新中装”设计……

研究创造，复制历代宋锦纹样

在十四大类丝织品中，锦的结构最为复杂，工艺最

为精湛。宋锦是在唐代蜀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盛

行于宋代，主要产地在苏州，故又称“苏州宋锦”，与四

川蜀锦、南京云锦，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锦。宋锦色泽华

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宋时主要应用于宫廷服饰及

书画装裱。

历史上，苏州作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官办、民办产销

两旺。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丝绸行业萎

缩、改制的大环境下，苏州织锦厂等先后停产、倒闭……更

为严重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技术人

员流失严重。面对如此状况，钱小萍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如何保护宋锦，成了她挥之不去的心结。

在筹建丝绸博物馆的同时，钱小萍就想方设法收

集、仿制各式织机，最终在博物馆呈现展示的织机有手

工织机、云锦织机、漳缎织机、斜织机、竹笼机、腰机等

多种。1995 年，钱小萍成立了“中国丝绸织绣文物复制

中心”，与国家博物馆、新疆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先后成

功复制了先秦、两汉等时期的珍贵丝绸文物 20余件，分

别获得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一等奖，还研究

复制了濒临失传的苏州宋锦纹样。

钱小萍所复制的丝绸、宋锦纹样，大多数没有实物

参照，她更多是依照图片来进行研究，分析其材料、结

构组织、织造工艺。每一个纹样，她都会绘制出详尽的

组织结构图、织造意匠图等设计样稿。在钱小萍的家

里、工作室里都堆放着一摞摞的档案袋，一个档案袋就

是一个纹样的设计图稿。几十年来，这样的档案袋已

不计其数。其中，代表钱小萍最高成就的作品，非《彩

织西方极乐世界图轴》莫属。

《彩织西方极乐世界图轴》是清乾隆时期由苏州织

造府专门织制的贡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作

品尺幅较大，殿宇亭台、奇花异鸟、菩萨佛像充盈画面，

色彩丰富，织纹细腻，富丽堂皇，堪称稀世珍宝。经过 6

年的不懈努力，钱小萍与南京云锦研究所技术人员合

作将这件巨作呈现在人们眼前。

退而不休，传承光大宋锦

苏州丝绸博物馆后院有一座二层小楼，门口挂着

“钱小萍宋锦织造技能大师工作室”和“钱小萍古丝绸

复制研究所”两块牌子。2005 年，钱小萍退休后，她就

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室，专心研究古丝绸工艺。她

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丝绸研究，生活中已经离不开丝

绸，一天不摸，自己就像丢了魂似的。

钱小萍说，她停不下来。复制的古纹样需要到现

场把关，主编的书稿一部接着一部，每篇文章都要认真

审读。近几年来，钱小萍先后主编了《中国传统工艺全

集——丝绸织染》、《中国宋锦》等专著，为丝绸业的理

论研究增添了厚重的一笔……钱小萍翻看着《中国宋

锦》欣慰地说，若干年后，凭着这本书，人们就可以复制

各式织机，知道如何穿综，如何抛梭，如何挑花……

秀美、古朴、高雅，这是钱小萍眼中的宋锦。而钱

小萍的一生又何尝不像这宋锦一样，含蓄，不张扬，却

又时时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讲 述

9月 26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和香港嘉礼堂联合主办的周代

乡射礼复原表演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广场举行。作为第五届北京孔庙国子监

国学文化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来自清华大学礼射研习会的同学们为观众如实

再现了周代乡射礼的礼容之雅。乡射礼是古代中国各地每年都要举行的礼

仪盛会，它盛行于周代，消歇于清，绵延数千载并远播海外。此次乡射礼的复

原表演主要演习了乡射礼的核心仪节“三番射”。演出期间，清华大学中国礼

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为观众做了全程的仪节解读。 张卓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9月25日，

由雅昌艺术网旗下跨界平台ARTPLUS

联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艺术与

管理研究中心、北京国际设计周等共

同发起的非遗论坛“用设计的力量保

护非遗公益项目”在北大举办，有关

设计师、企业家、收藏家代表等与会，

大家就如何用设计的力量让非遗活

在当下等展开讨论。

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曾辉认为，在学科体系上应

构建一个区别于传统工艺美术体系

的手工艺设计学科体系，让设计为

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化提供指引，

让乡村中掌握手工技艺的村民能就

地生产、维持生计，带动手工艺领域

的整体提升和经济提升。

中国手工坊总经理山月认为，

让非遗走进人们的生活需要各方力

量的通力配合，政府和社会组织要

在前端负责非遗的收集、记录、整理

和传播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

传承人和设计师也需要相互配合，

通过设计研发制作出符合现代人审

美的产品；企业的任务则是开辟后

端的商业模式，让优秀的非遗产品

不只是停留在展品或样品层面，而

是通过商业模式的合理构建，使非

遗产品真正走到人们身边。

ARTPLUS 始创于 2014 年底，平

台自成立以来，致力于艺术家与非遗

传承人“一对一”的深度合作，推出了

“百无禁忌”新春大礼包、“父爱如山”

景德镇碗碟等文创产品。

首届西津渡民俗文化周镇江开幕
本报讯 （记者夏天）9 月 26 日，

由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镇

江市文广新局等承办的“穿越千年

的古街，魂牵梦萦的乡愁——首届

西津渡民俗文化周”在镇江西津渡

老码头文化园区开幕。

此次文化周上，主办方以图片展

览、技艺展示和现场展演等形式集中

展示了镇江的 81个非遗项目，其中包

括梅庵琴派古琴艺术、镇江恒顺香醋

酿制技艺等 9 个国家级项目，南乡田

歌、扬中竹编等 22个省级项目。来自

江苏科技大学的同学们还身着传统

服饰，为现场民众带来了“祭月仪式”

表演。因为“月属阴”，所以参加表演

的都是女性，她们虔诚地对月亮奉香

三拜，许下美好心愿。

镇江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周明

磊说：“西津渡是镇江有名的休闲旅

游区，更是一条文化古街。我们把

首届民俗文化周放在这里举行，可

以让民众在休闲中自然而然地接受

传统文化的熏陶。”本次活动将持续

至 10月 6日。

9 月 26 日，由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东城区城市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2015中秋钟鼓楼诗会”在北京钟鼓楼文化广场举行。东城区文化志愿

者、著名表演艺术家、社区群众等同台诵读古典名篇和新人佳作。100名外来务

工人员代表以及街道社区的群众代表等观看了当天的诗会演出。图为东城区

史家小学的学生们在朗诵《春江花月夜》。 本报记者 王学思/文 卢 旭/摄

河北非遗图典第四辑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河北省非遗

保护中心编印的《河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图典》（第四辑）由河北美术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编纂历时近 10 个月，共收

录了第五批河北省级非遗项目 137

项，包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传统美术、民俗等类别，客观介绍

了各项目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传

承情况、技艺特点、表现形式、存续现

状等，全书近 20万字，融学术性、知识

性、文献性和艺术性为一体，图文并

茂，是河北非遗保护工作的又一重要

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在河北省文化厅领导

下，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积极开展

抢救性记录整理工作，推出了一批

图书、光盘等保护成果。目前，对非

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数字化抢

救记录、口述史记录、理论研究等工

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系列成果

将陆续出版。 （毛 砚）

第八届河洛大鼓曲艺节举办

工作中的钱小萍

林芝妇女围上经过重新设计的氆氇围巾 创新设计的苏绣系列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