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魏晋风度文人气节到唐宋丝

绸瓷器 ! 中国式美学源远流长 ! 在

上下五千年的星河时空中熠熠生辉!

这是我们心生向往的远方和梦想 "

特别在审美特质和视觉文化范畴中!

人们在寻找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美学

面貌 ! 我们有时称之为 #新中式美

学 $ % 这是一种清雅含蓄 & 탣美端

庄 & 对称均衡 & 쓾静致远的东方美

学意境 " 而非遗手工艺正是构建这

种东方美学范式的核心要素"

我们欣喜地看到 ! 今天崛起的

中国热土上 ! 人们在寻找文化归属

感 ! 越来越多年轻人对非遗手工艺

报以关注 & 쟣注热情 " 非遗手工艺

中蕴含着中国文化中的视觉基因和

审美意境 ! 它来源于日常生活 ! 更

应当回归于当代生活 " 如何帮助非

遗手工艺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 뷼年来正引起多方关注"

与此同时 ! 在目前工业化和信

息化时代背景下 ! 以及未来人工智

能时代的发展趋势下 ! 非遗面临着

当代转化的重要使命 ! 需要深入挖

掘非遗的美学价值 ! 以此来塑造今

天的中国审美体系"

这两年来 ! 我所在的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和公共艺术协同创

新中心 '!"#$( 承办了 #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

培训计划 $ % 在与数百位非遗传承

人的灵感碰撞中 ! 我们发现 ! ퟱ

循这样两条理念)**+见人见物见

生 活 $ 与 + 活 态 传 承 & 活 力 再

现 $ ! 今天传承和创新非遗技艺有

着无限可能 %

죏知! 듓历史走到
当下的非遗" 틑经是新
一代的物种

非遗手工艺饱含着传统社会生

活中工艺技术方面的匠人智慧 ! 以

及中国式美学在视觉上的审美特质%

要让非遗真正进入现代人的生活 !

쫗先需要多视点观看非遗在当代社

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和哲学价值 %

所谓多视点! 即既用现代人的眼光!

也用古代人的眼光 ! 从而在历史和

当下之间进退和穿越%

过去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非遗!

和当下经历机器化大生产和信息化

革命的非遗! 一定不是同一件事物!

而是新一代物种 % 这意味着 ! 在非

遗传承创新过程中 ! 我们要将非遗

与当代设计 & 艺术对接 ! 룸予它新

的物种基因 ! 以此适应工业化和信

息化时代 ! 并做好适应未来人工智

能环境下的更新预备%

让非遗重回生活 ! 做好创新转

化工作 ! 쫗先需要深入考察非遗所

在的当地文化之美和自然之美 ! 在

充分理解当代民俗风情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 % 在非遗创新的过程中我们

有一个宗旨 ! 就是要保护非遗技艺

的基因 ! 냑中国特有的非遗之美传

承下去 ! 特别是非遗的图形和色彩

之美 ! 以及文化符号和手工技艺的

特征! 代代相传%

此外! 要是用大历史观的视野来

立体化理解非遗传承! 人类文明的演

进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或激或

缓 ! 或清或浊 ! 或分或合 ! 永远是

水% 非遗传承如同这条河流! 쯤然呈

现出不同时代的审美风格! 좴永远凝

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춻破! 非遗手工艺
的生命力来自跨界" 룼
来自无界

增强非遗的生命力 ! 意味着让

非遗拥有强大的蔓延力量 ! 째透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 角角落落% 因此!

非遗传承创新需要打开壁垒 ! 믽极

建立与社会多方面的联系和互动 !

跨界即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 是能量

释放的转折点%

跨界最初产生于互联网经济带

来的人类知识体系的重组 ! 用一种

划破长空的方式进行多领域 & 多学

科的融会贯通 % 在非遗研培计划的

教学中 ! 我们通过 +非遗跨界创新

融合模式$! 让非遗传承人牵手设计

师& 艺术家& 品牌机构& 青年群体!

挖掘非遗之美的文化力量 ! 注入更

多当代人力资源帮助传统工艺的当

代再现 ! 얬力将非遗之美转变为一

种符合当代社会审美的新时尚 ! 让

非遗重回当代生活%

从另一视点来看 ! 我们说的跨

界 ! 也许本来就应无界 % 工业社会

行业细分带来的专业化 ! 在一定意

义上也限制了创新 % 知识的核心就

是融会贯通 ! 回到人类最初混沌融

合的知识文化体系中 ! 或许能独辟

蹊径为创新带来能量 ! 穿越不同文

化艺术领域和科学技术层面带来人

类文明的新动能%

过去的匠人 ! 或者说手工艺从

业者 ! 从作品的构想到制作一气呵

成 % 放在现代流水线式的创新过程

中 ! 쯻们既是策划者 & 设计师 ! 폖

是手工艺人 ! 通晓材料 & 技术 & 艺

术& 人文等多学科知识% ,周礼-考

工记 . 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手工业生

产技术和工艺美术是融为一体的 !

웤中 ,匠人营国. 的篇章尤为精彩!

我们生动地看到昔日匠人的智慧风

采 ! 췪全融合了城市规划师 & 建筑

师 & 环境设计师 & 社会学家等多重

身份 % 这是真正的跨界人才 ! 뛝入

无界之境界%

这些年来我们也尝试着各种跨

界实践 % 뗚一层面的跨界 ! 是让非

遗手工艺跳出手工艺领域 ! 置入更

大的艺术和设计范畴中进行多专业

跨界 ! 或者不同种类非遗之间的跨

界 ! 孵化出家居类 & 服饰类 & 科技

类多元化的非遗创新作品 % 比如

,竹编万花筒. 的公共艺术作品! 是

将竹编与艺术装置以及家居挂画结

合起来 ! ,竹银手环 . 则是将竹编

技艺和银饰锻造技艺结合起来%

뗚二层面的跨界 ! 是将非遗手

工艺置入不同艺术领域 ! 냼括文学

诗歌 & 文物作品 & 뇭演艺术等 % 比

如 ,쳒花源 . 非遗缂丝跨界服饰系

列 ! 来源于陶渊明的文 学 作 品 /

,千里江山 . 非遗缂丝跨界服饰系

列 ! 来源于故宫文物)))由宋代王

希孟绘制的青绿山水典范作品 ,千

里江山图.% 现在我们正在推进多项

非遗类目进入音乐剧 ,냗蛇惊变 .

的舞美和服饰中 ! 让非遗之美在更

大的艺术范畴中得以呈现 ! 同时在

探索的 ! 뮹有将非遗与金融行业 &

制造行业进行跨越式对接%

헏碍! 맽于传统的
审美样式和难以量产的
现实

非遗手工艺步入当下! 目前同样

面临着诸多问题! 뗀路艰辛而漫长%

쫗先 ! 现有大部分非遗手工艺

的审美样式往往过于传统 ! 쯤然工

艺精湛 ! 좴与现代家居和时尚生活

相距甚远 % 我们尝试让设计师牵手

传承人 ! 通过非遗跨界融合模式来

有效解决创新问题 % 在百余件非遗

创新作品的孵化过程中 ! 我们根据

手工艺制作的比重大致将非遗手工

艺的转化划分为三种类型 0 뗚一种

是手工艺制作比例较大 & 뇣于形成

高级定制的非遗作品 ! 用于展览展

示 ! 极尽华美 ! 不计人工和时间 !

如缂丝和锡绣服饰系列作品 / 뗚二

种是手工制作比例较小 & 适合小批

量制作的非遗作品 ! 如东阳竹编传

承人和荷兰设计师共同创作的竹灯

系列 / 뗚三种是非遗文创产品 ! 将

非遗的图形和色彩提炼出来衍生应

用 ! 产品本身并不涉及手工艺的制

作 ! 如今年新开发的年画咖啡杯及

餐垫系列%

另一个问题则由难以量产引起%

非遗创新作品需要转化为成熟的非

遗产品 ! 샫不开标准的制定 % 如同

人与机器的差异 ! 手工制作难免有

所出入 % 再加上传承人常常以单体

或者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出现 ! 加上

手工艺周期长 ! 人为因素影响大 !

以及部分地区传承人老龄化 & 뫳继

无人等困境 ! 因此在非遗手工艺的

量产制作周期和质量保障上都难以

保证 % 因此 ! 非遗手工艺传承人群

或许需要得到专业培训 ! 룄变以前

松散型和补贴性的从业状态 % 횻有

当凝聚社会多方力量 ! 在订单稳定

的前提下 ! 非遗传承人才能变得更

为职业化和专业性 ! 用传统手工艺

带动地方建设%

!ퟷ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
院副教授 " 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
中心运营总监#

!艺术家邬建安与苏绣非遗传承人姚惠芬合作的艺术作品!퇂山"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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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来思考中国当代
的艺术" 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 튲是
在传承复兴民族文化精神

如今 % 非遗除了与文创相结合 %

ퟟ出一条非遗保护的新路% 非遗与当

代艺术的携手% 同样予人欣喜& 这主

要是指艺术家以虔诚的态度尝试将无

形的非遗拉入人们的精神世界% 将古

老的中华民族精神植入艺术作品之中%

观者在与作品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受到

传统文化的熏陶& 这样的展览不是单

一刻板的陈列% 而是传统与当代精神

世界的交融互动&

去年的第 )* 뷬威尼斯双年展上%

以 '不息( 为主题的中国馆的最大看

点就是当代艺术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

新式展览方式& 展馆的整体呈现仿佛

试图捕捉一种传承 )不息 ( 的能量 %

在意象上以 )山*海( 与 )古*今( 两

个相互流变+ 换的 )틵*퇴( 结构来

展开叙事& )폞公移山( 和 )精卫填

海( 这两个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构成

)山 ( 与 )海 ( 对应的意象 , 李嵩的

!髅幻戏图" 和马远的 !十二水图"

两幅宋代古画共同构成展览的 )引

文(% 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构成指

向 )不息( 的意象& 当代中国艺术家

汤南南+ 邬建安% 与苏绣非遗传承人

姚惠芬% 욤影雕刻传承人汪天稳共同

对这两个故事+ 两幅宋画展开一场跨

越千年的合作% 为展览空间的 )叙事(

힢入更多的活力和可能&

튲是在这个双年展上% 日本艺术

家岩崎贵宏制作的 )떹影( 建筑物作

品% 튲做了这样的尝试% 将木结构建

筑之美提升到了极致& 艺术家借此作

品映射了日本的历史与传统文化% 对

传统的日本木结构模型采用形象化手

法进行干预% 其视觉冲击力给观众留

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全球化进程中% 如何将传统带入

当代% 以新的视觉+ 开放的心态重新

审视+ �释传统建筑% 使传统的血液

融入当代建筑语境中并自然生长% 是

许多艺术家都在思考的话题& 丁浩的

装置作品 !+"", $-&-.(" 헽是对此的

回应& 作品取材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

月亮门& 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富有戏

剧性% 这种戏剧性使得艺术作品不再

是一个静态呆板的形象% 不再有刻意

的空间结构% 统领视觉中心的标志物%

믲是透视进深中可辨识的 )灭点(& 相

反% 它们是 )얼发( 性的空间% 生灭

于互相衬映的景观之间% 绝非单一的

视角可以穷尽% 一切都是整体环境的

产物& 因为观众在 )门( 쓚取景造型

的一举一动+ 一笑一颦都构成作品戏

剧性的一部分% 这件作品的艺术表达

最终演变为集体参与和互动体验式的

思考& 丁浩推崇非遗的传统性% 떫反

对完全复古% 因此% 其创作思想以及

手法来源于非遗却又不等同于非遗项

目& 他的创作具有时代性以及原创性%

不直接挪用任何古典元素% 却让观众

能在作品面前唤起对传统的往昔回忆%

引发对当今的思考& 他试图用作品表

达- 当我们进入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

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仍然可以继续%

高墙阔壁之间% 我们仍然可以再现自

然% 尽管它的材质手段以及可以借助

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文字上的方法

都不一样 % 떫仍然可以延续 + 发展 +

变化 & 如同饮食文化 % 会生生不息 +

层出不穷地推出一种新的结果&

艺术家施斌的作品 )船木发声计

划( 不仅体现了舟山的地域特色% 뮹凝

聚了当地人的历史回忆& 在他的家乡舟

山% 上世纪 /0 年代起钢制渔船替代了

具有悠久传统的木渔船& 艺术家收集了

岱山岛滩涂中朽去的木船材料% 냑这种

极具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精神于一身的

船料用传统榫卯技艺进行艺术创作% 赋

予作品以当代音响的造型& 回收的废旧

船材% 大多是有着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

的历史的木头% 쎿一寸都流露出岁月的

痕迹% 볐杂着沉重的历史& 音箱颜色自

然而质朴% 仿佛出自自然% 냯助舟山人

诉说曾逝去的历史记忆& 作品由此给观

众心理带来一种历史文化的体验% 让人

愿意久久伫立% 仿佛重新进入一种历史

与自然的境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能够流传千

百年. 就在于其间蕴含的灵魂与精神%

)一脉文心传万代% 千古不绝是真魂(/

以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来思考中国当

代的艺术% 在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同时% 튲是在

传承复兴民族文化精神 &

而当代文化如果脱离了传

统的基因% 튲变成了无源

之水% 无本之木% 쓑以长

久地在世界上立足& 듓某

种意义上来说% 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感性地引入当代

社会% 本身就充满当代性

的意味& 当古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被赋予时代气

息% 融入当代人的物质生

活与精神生活之中% 文化

传承的纽带将更加结实 &

这事实上亦契合着非遗申

报的初心- 无论哪个级别

的非遗认定% 都不是为了

刻板的保护% 而是让古老

的人类多元文化自然而然

地留存于现代生活&

而非遗与当代艺术的

融合% 헽是这样一种精神

的传递% 튲是使非遗优雅

)活 ( 在当下的一种恰当

方式&

!ퟷ者为中国艺术研
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研究专业在读博士生#

!# !千里江

山"쾵列缂丝高订箱

包+얮鞋& 1233 携

手第六代缂丝传承

人王建江与中国原

创文化设计鞋履品

牌 45(!( 设计师李

丹+海派设计师苗海

燕共同创作&

"艺 术 家

6767 829:

的装置艺术作

品!云屋"& 作品

的基本材料是

有 着 ;00 폠 年

传承历史的国

家 级 非 遗000

手工傣纸 %艺术

家以现代激光

雕刻技术将其

进行造型雕刻

制作而成& 参观

者可身临 )云

境 (% 感受傣纸

制成的不同大

小的)云 (%感受

被云层环绕的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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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遗成为当代艺术的缪斯!

뇣与今天有了更深的精神勾连

任丽娜

非遗手工艺"

훘回当代!훘回日常
章莉莉

一提非遗! 쓣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 是遥远僻静的
小山村" 是垂垂老矣的手艺人" 뮹是不好意思穿出去
的布料"

ퟮ近亮相申城的多个艺术设计类展会令人惊喜地
发现! 맅老的非遗正在华丽转身! 돉为契合现代审美
的一种新风尚# 뷨助创意! 킯手设计师或艺术家 ! 쓇
些历经千百年流传的传统技艺! 或变身内秀的文创产
品! 或变身炫酷的装置艺术作品! 짵至与包括文学诗
歌$ 뇭演艺术在内的不同艺术领域展开跨界 ! 쿲人们
呈现出非遗优雅 %믮& 在当下$ ퟟ进日常的无尽可能#

놾期 %艺术&! 뻛焦非遗技艺在当下的创意转化#

$$$编者

"뫉兰设计师

与苗族银饰锻造技

艺传承人共同合作

的当代银饰作品%볲

约+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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