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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 犀

中国美术馆收藏着一张明代画家尤

求的画作，名为《风云起蛰图》，画中可以

看到天色昏暗，细雨蒙蒙，山巅之上，一

条巨龙隐约现身于云层之中，龙爪伸展，

龙首昂然，直入高空，山中行路之人抬头

仰望，与云中巨龙上下呼应。画虽无声，

但观此图耳边却仿佛隐隐有雷声传来，

雨中山林的自然之息也随之扑面而来。

“起蛰图”是中国古人在惊蛰节气到来时

常常悬挂的一种画作，作者大多描绘风

云变幻、春雷滚滚之景象，将惊蛰之时的

自然景物或写实或加入主观想象后呈现

于画纸之上，以表达对自然的崇敬以及

对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赞颂。正如唐代

诗人韦应物在诗中所写：“微雨众卉新，

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惊蛰至，春雷起，万物生。经过了漫

漫冬日的寒冷之后，温暖渐渐重回大地，

生命从此萌动。

惊蛰时节真的能听到雷声吗？

惊蛰的原名叫“启蛰”，只因为了避

开 汉 景 帝 刘 启 的 名 讳 才 将“ 启 ”改 为

“惊”，后来还与雨水换了位置，变成了二

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并沿用至今。

惊蛰自古被认为是春雷响起的时节，元

代的吴澄在其所著《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言简意赅地写道：“万物出乎震，震为

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春雷响起，惊醒了蛰虫，一切都顺理

成章，合情合理。然而对此，亦有不同的

观点。有“中国气象先生”之称的宋英杰

便认为，此“震”非彼“震”，此“雷”也非彼

“雷”。在《二十四节气志》一书中，宋英杰

以《周易正义》为证，认为“万物出乎震。

震，东方也。以震是东方之卦，斗柄指东

为春，春时万物出生也。”并引用《易经》

中“震为雷”的表述，认为“雷”为卦象，并

不是指天气现象。同时按照古人以北斗

七星的斗柄指向对于四季的界定来看，

春分时，“斗柄指东，天下皆春 ”。因此，

“万物出乎震”就应理解为“万物于春天

出生”，而代表雷的东方之卦“震”，便也

是“春分之征，与惊蛰无关”。

那么惊蛰时节真的能听到雷声吗？

事实上，中国各地春雷响起的时间不同，

仅仅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才有可能在

惊蛰之时听到雷声，而住在北方的人们

想要听到春雷大概要等到 4 月了。如此，

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叫醒”蛰虫的

到底是不是雷声呢？宋英杰认为，春雷的

“叫醒”功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联

想，而真正唤醒蛰居动物的，是逐渐回暖

的天气。在《二十四节气志》中，宋英杰进

一步解释说，在隶属于春季的几个节气

当中，惊蛰时节的降水量是最少的，同时

日照增长最显著，天气回暖幅度大。此时

节，除东北、西北地区外，我国其他大部

分地区平均气温已升至 0 摄氏度以上，

温暖的气息使蛰居的生灵逐渐苏醒，蠢

蠢欲动起来。

老鹰在惊蛰“变成”了布谷鸟？

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

“三候”，即在此时节可以观察到的三种

物候现象。惊蛰节气的“三候”分别是“桃

始华”“仓庚鸣”和“鹰化为鸠”。

“桃始华”很好理解，桃花在此时开

放，进入盛花期。第二候“仓庚鸣”，《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对此解释较为详细：“仓

庚 鸣 ，‘ 庚 ’亦 作‘ 鹒 ’，黄 鹂 也 。诗 所 谓

‘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

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

其名最多，《诗》 曰黄鸟，齐人谓之搏

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

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

黄莺莺儿，皆一种也。”黄鹂啼鸣，春意

盎然，“诗圣”杜甫著名的诗句“两个黄

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便生动地展

现出了这一画面。

惊蛰的第三候就比较有意思了，叫“鹰

化为鸠”。《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鸠，即

今之布谷。”按照原文的意思，到了惊蛰，鹰

就变成了布谷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

观点认为，出现“鹰化为鸠”是因为到了春

天，由于习性的不同，鹰会躲藏起来繁育后

代，人们很少能够见到；布谷鸟则不躲藏，

大量出现，人们进而觉得消失的鹰都变成

了布谷鸟。还有的说法是，到了春天鹰会换

羽，脱下厚重的“冬装 ”，换上更为轻薄的

“春装”，但这一换，鹰的气势就减了不少，

失去了原本威猛的形象，看上去就仿佛变

成 了 弱 小 的 布 谷 鸟 。不 管 是 哪 一 种 解 释 ，

“ 鹰 化 为 鸠 ”都 无 疑 是 古 人 的 一 个“ 小 误

会”，或是故意为之的“小幽默”。

多 甘 少 酸 、防 风 邪 ，惊 蛰
亦是养生时节

二十四节气不仅反映着自然的节律，

影响着农耕生产，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

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惊蛰同样是养生的好时节，根据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赵静

教授的解释，从中医五行来看，春天对应着

人体的肝脏，所以此时应减少酸性食物的

摄入，进而防止肝气过盛，造成脾胃功能受

损。应适量地进食甘、淡的食物，如此有助

于保持其他脏腑的平衡。中医理论认为，惊

蛰到来时，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体阳气升，

阴 气 相 对 较 弱 ，易 产 生 肝 火 ，导 致 肝 脾 不

和。因此，饮食应清淡，可食用如梨、枇杷、

香蕉、菠菜、茄子、生菜、黄瓜、菱角等食物。

同时应减少摄入如油炸食品等不易消化的

食物，同时避免食用冷食和刺激性食物。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都有在惊蛰前后吃

梨的习惯。惊蛰时节天气变暖，空气变得干

燥 ，人 们 常 常 会 感 到 口 干 舌 燥 ，同 时 易 感

冒、咳嗽。梨性凉、甜而多汁，有润肺止咳的

功效，因此惊蛰时节吃梨对人体是十分有

益的。此外，桃花不仅可供欣赏，也可食用。

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便提到，桃花

不仅可以治疗黄褐斑、黑斑、面色暗沉等面

部色素性疾病，而且还有祛瘀、解气、润肠

的功效。可取桃花瓣 3 到 6 片与绿茶一同以

250 毫升沸水冲泡饮用。

赵静教授提到，惊蛰时节风邪较强，早

晚温差较大，因此要特别注意预防感冒、流

感等疾病。体质较弱的人应尤其注意，防止

气管炎、肺炎、肾炎、心

肌 炎 等 疾 病 的 发 生 。

惊 蛰 时 节 ，应 进 行 适

度 的 运 动 ，以 利 于 阳

气 的 升 发 ，驱 散 冬 季

的寒邪，钓鱼、散步、快

步走、放风筝、太极、瑜

伽、体 操 等 都 是 适 宜

进行的运动项目。

惊蛰：雷鸣春回 万物新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今 年 3 月 5 日 ，太 阳 到 达 黄 经 345
度，惊蛰节气到来。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

“天上的春雷惊醒了蛰居的动物，一

个‘惊’字把这个时节的独有特点与生动

景象，极其传神地表达了出来。”“在这阳

气发陈、明媚之气充溢的天地间，万物始

生，活泼泼的生命跃动里带着初生的懵

懂与娇柔。是的，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柔

的，都是和暖而透亮的。风是温软的，雨

是温润的，花是浅吟低唱的，仲春的世界

里充满了朦朦胧胧的生长，充满了柔情

婉转的期待。”《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一

书的文字作者徐立京在书中如是描述。

近期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二十四

节气七十二候》一书，在网上大卖到一度

脱销。该书精选了当代中国抽象绘画大

家徐冬冬教授以“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为主题创作的 140 余幅抽象绘画作品，以

及资深新闻人、高级编辑徐立京结合画

作完成的近 80篇感悟四季的文字作品。

徐冬冬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也是中国抽象绘画流派

的开山之人。他用八年时间潜心创作的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系列组画，是第

一套用中国抽象绘画语言完整描画二十

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系列艺术创作，这是

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挑战。然而对于徐冬

冬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和水到渠

成的结果。

徐冬冬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采访时说，过去 8 年间，他每天都在与天

地对话，感悟四季的轮回，感受万物生命

的变化。那是一段漫长修行问道的人生，

也是一段离形去知的过程。用中国抽象

绘画语言来创新性描绘古老的二十四节

气七十二候，解读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

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是他独立走向

宇宙，问天问地的识“道”的表达，其间，

他对天、地、人有了崭新的感悟。

徐冬冬认为，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

可追至上古时代，蕴含着对天地万物生命

起源的哲学认知。中国抽象绘画，画的是

生命本质的生生灭灭。画的是“空”，而不

是“色”。他告诉记者，在创作这组画时，他

会细致捕捉依次出现的时令、气候、物候

的变化，通过八识中的“眼、耳、鼻、舌、身、

意”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然后用抽象的

笔触呈现在画纸上。“我就像是一台感应

器，每一个汗毛孔都在感受着天地的气

息。”徐冬冬说。作画的宣纸经过特殊处

理，也有了肌理和纹路，色彩浓烈的画作

仿佛有了生命，似乎在呼吸伸展。

为了画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生

命感，徐冬冬收集了春天的露珠、夏天的

雨 水、秋 天 的 沙 粒、冬 天 的 积 雪 用 来 作

画。他把户外的雪搬进屋里，给画盖上雪

被，后来觉得不过瘾，干脆把画拿到院子

里的雪地上创作。他说，每一幅画都是在每

个节气当天他与大自然共同创作的作品，

都是他在当下那一瞬间捕捉到的气息和感

受，独一无二且不可复制。

“惊蛰之春，贵在春阳清新之气，特在春

阳清新之气，也美在春阳清新之气。”徐立京

说。在《惊蛰·初候桃始华》的抽象笔墨里，她看

到了春之阳气震荡上行的宏大，看到了天地

生明媚的动人，看到了万物初生的清新，看到

了桃花始开的柔美，更看到一颗对天地、对万

物、对生命含情含笑的心，也就由此更深刻地

读懂了惊蛰之春，读懂了生命始华。

而在观赏徐冬冬画作《惊蛰·二候仓庚

鸣》时，她不由会想到杜甫的《绝句》：“两个

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

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她说，有此联想是

因为，两者捕捉惊蛰之春的敏锐直觉以及

跳跃性的思维，是惊人的一致，展现出春阳

清新之气在不同区域、不同景观、不同生命

形态里的丰富多彩。诗画相通，古今同曲，

天地之气纵横，尽在此中。

徐立京说，惊蛰三候“鹰化为鸠”阐述

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哲学概念：应气之变。她

说，世间万物，应气之变，变化是常态。天地

之气的变化，演变出四季的更迭，也生发出

万物之变。气是天地，是环境，是系统。从哲

学层面讲，气是自然的、生态的，也是人文

的；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古人讲“养浩然

之气”，今人说营造生态系统，道理都是相

通的：想造就万物之仁和，首要的是培育出

覆盖天地、浸透人心的仁和之气。

徐冬冬则更看重“鹰化为鸠”所蕴含的

生命哲学：善恶共生而择之。天地之气自有

喜怒哀乐，四季随之分为春夏秋冬。当惊蛰

的春雷震醒了百虫，善的事物、恶的事物，

生命的善、生命的恶，都一起萌生，一起涌

动，有善有恶，善恶并存。

《惊蛰·三候鹰化为鸠》的画作，描绘了惊

蛰之春应气之变、善恶共存的种种状态。“打动

人心灵的，不是变化万千的色彩，而是色彩中

蕴含的善。善恶共存是天地本性，生命却可以，

也应当作出去恶扬善的选择，这便是天地良

心。”这是徐立京观画时写下的感悟。

徐冬冬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是富

有深厚中国文化价值的生命哲学。在创作

《二 十 四 节 气 七 十 二 候》组 画 时 ，顺 应 了

“道”的规律，讲的是阴阳气韵的变换，他把

来自他人的知识与经验从自身剥离，独立

面对宇宙世界。“以‘无知之知’进入画卷，

表达宇宙万物生命的真谛。”

徐冬冬说，画画不是目的，问道才是根

本。他以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为主题作画，并

非仅仅为了用抽象绘画再现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而是试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创造出

新的东西，让古老的文化土壤开出新的花朵。

他说，“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够激发青少

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对于青少年的成

长尤为重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建

设自有的科学体系与现代工业体系，这就

要建立中国式抽象逻辑思维作为其基础。”

他告诉记者，创作《二十四节气七十二

候》组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站在东西方文

化交汇点，站在全球视野来前瞻性思考、阐

释中国优秀文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

程中的规律性作用。用中国抽象绘画的语

言，探讨建立融汇东西方优秀文化的中国

式抽象逻辑思维，由此产生的中国新型文

化，或将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变革和文化

价值观的认同提供支持。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生命表达

□ 辛酉生

去博物馆，如果赶
上馆里专业人员带人参
观，恰好又不介意你跟
着听，是件美事。专业人
员的讲解不同于面向公
众的讲解，对某些专门
知识说得更深入，只要
不是太“小白”，听了都
会觉得“解渴”。他们还
会讲文物背后不为人知
的故事，譬如如何从盗
墓者手中抢救文物、文
物征集中的逸闻等等。
这些故事由亲历者说，
更详实、有趣。然而这种
机会可遇不可求，某次
去河南博物院，正赶上
馆中专家带别的文博单
位人员参观，让我也大
饱耳福，多年后仍时不
时回味。

1927年冯玉祥在豫
主政时，便有创建博物馆
计划，河南省博物馆于当
年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
开封开馆。郑州、安阳是
商都，洛阳是东汉国都、
大唐东都，北宋建都开封
160 多年。20 世纪初，我
国现代考古科学建立，地
不藏宝，各种考古发现不
断拓展和刷新着我们对
历史的认识，河南又是考
古发掘重镇。不论从文化
底蕴和文物保有量，河南
建博物馆都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自建馆之初到抗
战前夕，河南省博物馆馆
藏不断丰富，专业人员队
伍不断壮大。抗战到来，
打断了河南省博物馆发
展的脚步。留存开封的文
物，在开封沦陷后大多下
落不明。其他精品文物，
被工作人员转运至汉口，又辗转到重庆。1949年，
存于重庆的文物大部分运往台湾。至此，河南博物
馆几近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博物馆得以恢复。1961
年由开封迁至郑州，有了更好的展陈环境。1997
年，河南博物馆与河南省石刻艺术馆合并，组建
河南博物院。次年，河南博物院新馆投入使用。

历来有个说法：叫博物院的比叫博物馆的
似乎要高一个档次，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
以及河南博物院，这个说法大概陕西历史博物
馆和上海博物馆不会认同，不过河南博物院的
藏品实在鸿富。

河南博物院众多文物中，哪些最珍贵，最具
代表性？河南博物院认定的有“九大镇院之宝”，
其中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文物，也有近来的“网
红”，还有的看似平淡无奇，却暗藏玄机，更有些
被发现完全出于偶然。

九大镇院之宝中，妇好鸮尊出土自殷墟妇
好墓。妇好墓出土物不论是硕大的后母戊鼎还
是精美的鸮尊，都赫赫有名。新石器时代的贾湖
骨笛，自《国家宝藏》节目播出后，便开始出圈，
已成网红文物。相对于它们身上的高光，出自三
门峡虢国大墓的玉柄铁剑，在九大镇馆之宝中，
就不那么显眼了。

玉柄铁剑，从观赏角度观众首先注意的自
是玉柄，莹润秀美，一看就是高级货。它真正的
价值并不在此，只在一个“铁”字，虽然这铁早已
锈迹斑斑。这柄剑断代为西周晚期，它出土之
前，中国人掌握冶铁技术，还被认为始于春秋时
代中期，它的出现，一下把中国掌握冶铁技术的
时间向前推了200年。

1986 年，河南永城市芒砀山镇柿园村，一
座汉代大墓因采石被意外开启，很快又被一波
波盗墓贼光顾。当考古人员确认墓主人是西汉
初年二代梁王刘买时，墓中几乎已空空如也。只
有墓顶绘制着青龙、白虎等纹样，要带领墓主人
升入天界，被定名为四神云气图的图画，虽被盗
墓贼的火把烤炙出点点黑斑，依旧散发出摄人
心魄的魅力。由于墓室破坏严重，壁画继续保留
在此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如能揭下来，送去
博物馆，是它最好的归宿。于是我国第一次也是
迄今唯一一次从石头上揭壁画的工作开始了。
一个半月后，16.8 平方米的壁画被送进河南博
物馆。如何形容这幅四神云气图的美和价值？有
一个评价说得好，“敦煌之前的敦煌”。

考古所得或出于有计划发掘，或出自盗墓
后的抢救，但也有时出于偶然。1982 年 5 月 21
日，登封农民屈西怀，极偶然地在嵩山峻极峰发
现了稀世珍宝“唐武则天除罪金简”。这枚简是
久视元年（公元 700 年）七月七日，武则天遣道
士胡超所投。简上写道：“上言：大周圀主武曌好
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
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
庚子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投简除罪的习俗早已有之，武则天不是投
简第一人。但因为简都被投入深山大谷，实物很
难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何家村窖藏中的赤
金走龙，也被认为是要用于投入深山，只是因为
还没有实际操作才被发现。“唐武则天除罪金
简”是中国发现的唯一金简。从这枚简中能看
到，强大如武则天，也无法逃脱内心对未知和往
生的惶恐，希望得到神明护佑。

宝丰清凉寺村窑址的发现，揭开了宋代五
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中汝窑的神秘面纱。
这世间最珍贵，一度被认为全球只有 60 多件的
汝窑瓷，终于有了传世品之外的出土实物，而且
还有一件完整器，是弥足珍贵的天蓝色，这就是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汝窑天蓝釉刻
花鹅颈瓶”。关于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价值，怎
么评价都不为过。

铁剑、壁画、金简、汝瓷，这仅仅是河南博物
院最珍贵藏品中的一小部分，如果要详细说河南
博物院馆藏，那是多少部大书都无法完全涵盖
的，更不是我这个观众所能为。河南博物院新馆
有望今年年内开工，新的、更大的馆舍，会让更多
文物呈现在观众面前，也必将给观众带来更佳体验。
如果在新馆参观又有幸偶遇专家讲解，就更妙了。

游博物馆

听文物背后的故事

□ 陈 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中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
称非遗）的种类有：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

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

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

和游艺；还有其他非遗。非遗中实物形态

的产品主要是非遗传统技艺制作的产品。

国家高度重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各

地方和各级非遗保护部门更是全面落实各

类非遗的传承保护工作，使得非遗的传承

和保护有法、有规、有管理部门和机构。

一方面，非遗传统技艺虽然得以传

承保护，但生产性传承保护始终是个难

题 。 除 了 非 遗 传 统 技 艺 制 作 的 食 品 、

茶、酒、醋等，大量的非遗传统技艺产

品即使制作出来，在市场销售也遇到不

少难题。一些非遗中传统技艺传承或传

习人名气很大，收入却不尽如人意。只

有一些处于“头部”的非遗大家制作的

藏品级的产品能使传承人收入颇丰。

另一方面，非遗传统技艺产品市场鱼

龙混杂。市场上销售的很多名义上是非遗

传统技艺手工产品，实际是用现代技术制

作的。这些假非遗和半真半假的非遗传统

技艺产品，严重干扰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

比如景泰蓝，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大量

更换传统材料，大量增加机器制造部分，减

少手工成本，使劣质景泰蓝充斥市场。

非遗传统技艺的应用既要有利于传

承保护，又要满足现代市场需求，就要

分而用之。目前，利用非遗传统技艺开

发产品主要有四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用非遗传统技艺严格制

作的传统产品，这种模式适合制作传统

产品的中高端收藏品。

另一种模式是非遗传统技艺“创新”制

作传统产品，俗称用机器代替手工。主要是

用非遗传统技艺产品的图案、器型等，用机

器批量仿制。这种模式在剪纸类型的产品

中比较多使用，用机器制作的传统剪纸图

案的产品，在春节等节庆时很常见。

还有一种模式是非遗传统技艺“创

新”做现代产品。多是部分用非遗传统技

艺，部分用机器，使之形成较大的批量。这

种模式在陶瓷器皿中应用得比较普遍。

再一种模式是用传统技艺制做现代

产品。从理论上讲，这种模式既适合非遗

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也最有市场。但在

现实中，对传统技艺制作的现代产品，消

费者购买常常并不踊跃，多数是看而不

买。究其原因，主要是选择的产品方向有

欠缺，市场契合度不够。

用传统技艺制作现代产品最重要的

是要选对方向。传统技艺是手工的，手工

的劣势是批量小，产品的一致性比不了

机器，生产速度慢，难形成批量。优势是

变化多，产品容易差异化。开发非遗传统

技艺产品要善于用优势。如果用传统技

艺的手工产品与机器制造的产品来比批

量生产，只能落得质次价高。如果用传统

技 艺 的 手 工 产 品 与 机 器 制 造 产 品 比 变

化，则一定会略胜一筹。

市场上什么产品最需要变化？也就

是消费者最怕“撞衫”的是什么产品？护

肤品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一款或

去皱，或美白，或祛斑的护肤品效果很好

的话，一定被疯狂抢购。美妆的、洗护的、好

吃的、好喝的、好用的都是不怕“撞衫”的。

但人的装饰品，尤其女士的装饰品，是

不希望“撞衫”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家的装饰品也不希望“撞衫”。进一步，

办公环境的装饰，车内装饰等凡是体现个

人品位的地方都不希望“撞衫”。

在选对大方向后，还需要根据不同的

传统技艺选择不同的小目标。以服饰为例，

服饰包括服装、鞋、帽、袜子、手套、围巾、领

带等 。服饰中的配饰包括包、伞、头饰、颈

饰、胸饰、纽扣、腰带、腰封、臂饰、腿饰、脚

饰等。配饰中的头饰又包括发卡、发抓、发

箍、发带、发簪、发绳、发网等。

还以景泰蓝为例，景泰蓝从历史上瓶、

盘、碗、炉、圆盒、香熏、鼎等高端实用品，逐渐

成为欣赏品、收藏品。又曾经被做成烟灰缸、文

具盒、纸巾盒、台灯等，搞得景泰蓝成了大路

货，甚至是地摊儿货。景泰蓝是非遗传统技艺，

首都机场贵宾厅，2014年 APEC 会议中心大

厅的梁、拱或是门等，装饰着景泰蓝，既显示了

中国传统文化，又高端大气。即使依然是用非

遗传统景泰蓝技艺制作瓶，也要做各种现代

风格、现代应用的且个个与众不同的瓶。

经过一层层的细分就会发现，用传统技

艺可制作的现代产品非常多，而且非遗传统

技艺产品的小量、多变恰恰是最大优势，是

完全可以利用的。既能传承和保护，又可以

紧密联系市场。但用非遗传统技艺制作现代

产品，并不是把非遗传统技艺简化、粗化。要

想赢得消费者，就必须用匠人精神做好每一

个非遗传统技艺制作的现代产品。

非遗产品最重要的是展现传统文化，

进而表达民族自豪感。社会在发展，消费在

迭代，非遗传统技艺产品只有与时俱进，才

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既契合消费者的应用

需要、审美需求，又体现出非遗传统技艺的

现代应用和美学表达。用非遗传统技艺制

作的现代产品与消费者建立文化与情感的

共鸣，必将让非遗传统技艺得到更好的传

承和保护，也使得用非遗传统技艺制作的

现代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非遗传统技艺产品要与时俱进

扫一扫
《我的节节·惊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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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商品系列谈

顺时而生

你知道吗？大约每 5 种动植物中，就有一种是甲虫。它们与我们共处一个家园，成为这颗星球上最具多样性且相当重要的动物类群。 虫 冉/绘

徐冬冬
戊戌年正月二十·惊蛰·初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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