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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上海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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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艺新行当，看见“后浪”的匠心与就业观
原创综艺《巧手神探》邀手艺人当主角，80后乃至95后的亮相打开了关于“手艺”的新认知

有这样一双手： 从指甲到指缝再

到手掌， 一层染一色， 每一层都是一

种蓝。

近日， 湖南卫视原创综艺 《巧手

神探》 把这双手的主人介绍给观众。

他是布依族蓝靛染织技艺非遗传承人

韦祥龙 ， 2011 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

业后， 他一头扎进民族的老手艺。 和

他的祖祖辈辈一样， 久经浸染的双手

被镀上了深浅不一的蓝 ； 不一样的

是， 经他调出的布， 月白、 上青、 深

蓝等超过 300 种蓝色 “组团” 出圈，

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秀场。 把世界

上最古老的染色技艺， 带到潮流、 酷

炫的生活与舞台， 如今是这位 30 岁

手艺人的追求。

匠人匠心， 观众并不陌生。 那是

低眉顺目与器物共处的姿态， 是一种

在工业化潮流中对手作的执著， 更是

对寂寞视若无睹、 又对信念无比坚定

的内心， 凡此种种在新综艺里都有提

及。 但八期以来， 节目真正可贵的，

是借助嘉宾 “神探” 的视角获取观众

共情， 在一次次叹为观止中， 更新了

关于 “手艺” 的认知———巧手的主人

可以不必白发苍苍， 85 后、 90 后的

手艺人占据节目大半壁江山； 他们所

事领域也不止于古老的、 口口相传的

非遗， 更多时候， 是注入想象力的老

手艺新行当。

年轻人带着精湛手艺与无限创意

走进节目， 而观众从中读懂的是 “后

浪” 们的匠心与就业观。

他们与不同的时间
交谈， 在潮流里为古老
智慧完成全新亮相

鲁班锁和华容道， 在今天的生活

里， 除了变身人们休闲时的玩具、 游

戏 ， 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 ？ 85 后钟

翊把他的答案搬上荧屏。 节目现场被

改造成密室逃脱场景， 日晷、 八卦、

卯榫、 鲁班锁……各类木质机械、 机

关， 就是玩家面前的道道关卡。 “神

探们” 一路闯关， 一个近年来新兴的

行业露出一角———密室逃脱设计。 别

致的是 ， 钟翊的设计全都由木头制

成。 10 多年里 ， 他设计出近百种木质

机关， 玩家们赞他 “21 世纪小鲁班 ”，

凝结着中华先民智慧的器物， 就这样完

美潜入 Z 世代的生活。

有人把自己沉醉的华容道 “玩” 成

了事业， 也有人干脆靠 “玩具” 本身闯

世界。 蒋晟晖是全球 20 名乐高专业认

证大师之一。 在他手里， 四方的颗粒可

以幻化出无数新变型。 专注 “玩” 的过

程中， 这位 90 后试着把中华传统文化

融进舶来的玩具。 没有图纸就自己创，

家乡常州的文笔塔、 闻名遐迩的秦兵马

俑， 甚至长约 66 米、 耗费 200 多万颗

粒的巨幅 《清明上河图》， 都在 “像素

世界” 里焕然新生。

《巧手神探 》 中还有太多相似案

例 。 胡晓的团队是一群 90 后硕士生 、

博士生， 他们一边潜心学术， 一边致力

于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服饰、 妆容介

绍给世界。 时间久了， 向这支古代装束

复原团队伸出橄榄枝的， 不仅有中外文

化交流平台， 还有影视古装大戏邀他们

去当编外指导。 85 后韩磊与 90 后周斐

一心做的，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拉糖、

翻糖、 巧克力食塑等， 都是在中国尚年

轻的手艺； 新手艺被用来打造古典文学

的经典形象， 翻糖版哪吒和巧克力制成

的孙悟空， 各自拿下相关技能大赛的世

界金奖。

年轻的巧手们与不同的时间交谈，

又都殊途同归地在潮流里为古老智慧完

成新亮相。胡晓在节目里说，他们研究古

代装束，就是想“先找到我们民族的审美

基底，然后在此基底上开出更绮丽的花”。

这话同样适用于节目本身， 它用综艺

的方式介绍年轻人如何让传统文化与潮流

生活兼容， 兴许， 电视机前就有一份灵感

忽然被点亮。

他们展示了成功的不
拘一格，热爱、努力、创意都
能合成梦想的样子

所做非所学， 所做非所爱———面对工

作， 多少人心头闪过类似遗憾？ 《巧

手神探》 不经意间示范了另一条路。

1989 年出生的雁鸿如今红遍 B

站 、 抖音 、 微博 。 在 B 站 ， 她的纯

手工古代冠饰视频获赞 86.6 万次 。

《如懿传》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等大热古装剧里的发冠、 头饰、 耳饰

等 ， 她都能用一双巧手复制出同款

来。 不单单模仿， 她还大开 “脑洞”

自行设计， 《山海经》 系列、 《千里

江山图》 系列冠饰， 连 《国家宝藏》

的官微和央视版 《红楼梦》 的道具师

都来点赞。

让观众惊讶的是， 她一手巧夺天

工的技艺 ， 并非出自专业的美术院

校 。 据介绍 ， 雁鸿本是护理专业毕

业， 兴趣把她拽进了别有洞天的手作

世界 ， “做喜欢的事 ， 可以不舍昼

夜”。 更教人叹服的在于这些精美冠

饰的原材料 ， 用后的易拉罐 、 废旧

窗帘 、 旧毛线 ， 生活里触手可及的

“无用之物” 都在巧手中蜕变。 刷爆

B 站的易拉罐制京剧凤冠， 就是她花

了近 200 个小时、 用 18 只废弃易拉

罐制成的。

如果说雁鸿在手作上的一鸣惊人

是天赋与热爱的合成， 那么节目中另

一群年轻手艺人则是用努力与创意拼

出了梦想的样子 。 90 后龚鑫 、 吕浩

然 ， 80 后吴阳德 、 张倍源等人 ， 若

用世俗的成功学标准来看， 他们达成

梦想的起点并不美妙， 技校、 职校、

甚至 “社会学校 ” 是他们奋斗的开

端。 但精湛的手艺不看出处， 而是由

打拼的姿态所决定。 甘于脚踏实地从

头学起 ， 更敢于天马行空地创新创

造 ， 他们有的成为烘焙世界杯创办

18 年来第一位夺冠的中国人 ， 有的

走上了世界青年糖艺锦标赛的竞技场

并一举折桂， 还有的用摩托车修理铺

的零配件打造出了独具魅力的工业风

日常用品……

节目中登场的手作人名单还很

长， 不乏业界大师级人物。 但年轻人

带来的触动却是独特的———节目的镜

头前， 吕浩然说， 他相信条条大路通

罗马， 技术可以创造未来； 吴阳德的

信条则是， “敢拼搏， 到哪儿都会发

光”。 又是一年就业季， 这些被反复

确证的道理依旧奏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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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上海故事》出版，
向海外读者发出“文学邀请函”

英国出版社策划、沪上学者编选，十位当代作家多元书写，汇成城市斑斓拼图
一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种讲法？

文学表达能为城市文化的全球化传播

注入何种影响？ 最近， 英国逗号出版

社 （Comma Press） 出版了短篇小说

集 《 上 海 故 事 》 （ The Book of

Shanghai）， 收入 10 位或出生或定居

上海的作家写上海的 10 部短篇小说，

包括王安忆 《阿芳的灯 》 、 陈丹燕

《雪》、 滕肖澜 《星空下跳舞的女人》

等， 引发广泛关注。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主

持、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负责编

选的这一项目， 在业内看来， 至少有

两重突破： 一是不同于海外汉学家以

往对上海乃至中国文学脉络的学院派

梳理 ， 这本故事集的目标受众更广

泛， 包括全球观光客等大众读者， 传

递出更感性 、 多面的当代中国都市

“人格”； 二是相较中文版小说面世后

再输出版权的传统模式， 这次是海外

出版商主动提出策划约稿， 并自行组

织翻译， 直接以英文版在当地主流渠

道发行推广。

捕捉城市隐秘丰富
的表情， 赋予城市景观生
动的“体感”

除了比肩接踵的摩天楼、 艳丽的

LED 广告牌、 四通八达的快速干道，

一座大城市的多棱面如何体现？ “最

初我们给出了 15 位作家的 15 篇初选

篇目， 和出版方商议后， 最终筛选出

10 篇 ， 每篇 8000 字左右 。” 翻译家

戴从容告诉记者 ， 2018 年她接到英

国出版社的邀请， 希望中国学者协助

编选篇目。 此后多次电话、 线上会议

的沟通中， 海外编辑强调文体题材的

多元化， 故事性足够强， 能折射上海

的不同维度 ， 字数卡得严 ， 一定要

“short story”。

最终入选的作家中 ， 70 后 、 80

后乃至 90 后的中青年群体占了一半

以上， 这也符合评论家金理的预期。

“近些年我在文学批评领域， 着力追

踪的也是中国大陆当下青年作家， 因

为上海是一座朝向未来的、 有活力的

城市， 年轻人的创作也较多样。” 他

在解读 《上海故事》 的 “阵容” 时谈

到， 作家小白一直在文本形式上有所

探索，其《透明》具有一定代表性；沈大

成《阁楼小说家》和蔡骏《苏州河》偏悬

疑，陈楸帆《出身状态》是科幻类，甫跃

辉《丢失者》偏向传统的写实。

于是， 十位当代作家的多元书写

汇成了这座城市的斑斓拼图， 捕捉城

市隐秘丰富的表情， 赋予城市景观生

动的 “体感”。 《上海故事》 里有平凡

劳动者群像———王安忆 《阿芳的灯 》

里， 来沪务工的阿芳夫妻， 从十六铺码

头批发水果， 一家三口勤勉打拼、 彼此

依偎， “这一幅朴素而和谐的图画， 常

常使我感动， 体验到一种扎实的人生力

量与人生理想， 似乎揭示了人生与生活

的本源……愿它成为这条无名的小街的

一个无名的传说， 在阿芳的毛头长大的

日子和那以后长得无尽的日子里。”

也有家长里短的牵挂与羁绊———滕

肖澜 《星空下跳舞的女人》 里， “我”

和主人公诸葛老太的忘年交闺蜜情， 伴

随两人婚恋生活展开 ， 老太 “看报纸

时， 上身挺得笔直， 与桌面呈九十度。

上海话称之为 ‘功架摆得很好’， 真的

是个非常讲究仪态的老人”。

还有与你擦身而过的阿婆爷叔———

90 后新锐作家王占黑 《阿明的故事 》

将目光投向老龄化群体。 “滕肖澜、 夏

商与王占黑， 都着力将城市生活的参差

形态和不同个体的精神特征细腻地表达

出来。 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 拒

绝将前卫消费样式或优雅生活认定为唯

一的都市标志， 反而将目光投向一些被

忽视的人群， 能够以较为平情、 冷静的

态度去把握个人和城市的关系。” 金理

说。

拒绝刻板印象、 摆脱标签化， 正是

这部故事集努力的方向。 恰如该书序言

所说的， 来上海的外地游客， 往往首先

选择的观光地点是黄浦江两岸 “万国建

筑博览会” （外滩） 和摩天高楼群 （陆

家嘴金融区 ） ———这也是 《变形金刚

2》 《碟中谍 3》 《007： 大破天幕杀

机》 等好莱坞大片经常选择的取景地。

“然而， 单一的取景视角恰恰反证了全

球化带来的同质化， 全世界各大都市的

机场、 星级宾馆、 大型商厦、 金融中心

等现代设施可能是相同的， 但是每个都

市中居民的生活形态及其所呈现的精神

面貌丰富而独特， 且各有历史渊源。 即

便在同一城市， 不同居民群体的经济能力

与生活习惯也有多元选择。 如果将本书比

作一张城市文学地图的话， 我们希望这张

地图是完整的， 既指示众所周知的城市地

标， 也引领你深入城市隐秘的腹腔内部和

边边角角， 展示上海人潜藏在日常生活罅

隙里的喜怒哀乐。”

在戴从容看来， 用文学推荐一座城市

是 “最好的名片”， 比如都柏林、 爱丁堡

等名城无不凸显了其文学、 艺术上的鲜明

特色。 学者朱羽认为， 城市在变化， 文学

也在变化， “上海的文学书写， 应该跟上

海的成长自身形成丰富多元的辩证关系，

良好互动”。

跳出传统“走出去 ”

模式， 中外视角碰撞带
来启示

这家英国出版社的 “城市故事”

系列持续数年， 此前陆续出版过 《东

京故事集》 《南京故事集》 等短篇小

说集。 怎样的故事更能折射一座城市

的风貌 ， 在中西方不同视角的碰撞

下， 也存在一定分歧与争议。 戴从容

和金理举例谈到， 此前他们想多推介

一些描写当代上海都市生活细节的故

事 ， 但英方对相似的描写并不感兴

趣； 还有一篇小说写到上海人与法国

人的交往， 被认为 “跟英国读者没有

太大关系”， 也舍弃了； 还有关于上

海女孩对西方的一些看法， 但出版方

认为 “对目标读者没太大吸引力”。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面向

海外受众时， 如果我们只关注推荐自

己感兴趣的东西还不够， 不同社会、

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期待是不一样的。

但从英国出版人的主动积极介入来

看，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扩大， 希

望了解中国城市的人越来越多。” 戴

从容介绍， 对于收入 《上海故事》 的

作品稿费， 已发表过的每篇付 100 英

镑版权费， 专门为此文集写的并专用

于此文集的付 200 英镑稿费。 “稿费

不算高， 但能够集结短篇小说在英国

出版， 也是一次难得的上海作家集体

亮相的机会。”

在业内看来， 如果说文学是 “个

人记忆” 的产物， 那么这些立足书写

上海的作品， 正以文学的方式建构着

上海的生活记忆史， 鲜活展示着时代

的脉搏跳动。 “海外读者能从书中看

到多面的、 当代的、 变化着的上海。”

戴从容发现， 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理

解很传统， “说起中国， 高频词汇往

往就是饺子、 红灯笼、 茶叶， 停留在

单一浅显的东方符号； 很多人不了解

当代中国的飞速变化、 上海年轻人的

所思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