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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接触传统工艺,往往是通过具体的
产品,然而产品背后的传统工艺体系往往容
易被忽略。

记者了解到，目前陶艺制作方面，基本
使用天然气窑和液化器窑，传统煤窑很少
见。前者设置好温度和压力就不用管了，成
品率也高。但两者做出的瓷器在光泽度和
质感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洁亮的，灯光一
照更是烁烁放光，而后者则更显温润、厚重。

振兴传统工艺,既需要支持传承人及传
承人群体传承尚还留存的传统技艺,也需要
发掘手工艺品背后的整个传统工艺流程，甚
至可以通过出土文物即传统工艺相关产品
的研究复原来恢复一个相对完整的传统工
艺体系。

记者从商都历史文化区项目部了解到，
未来的商都历史文化区将会有很多地方承
载这部分功能。

“文庙城隍庙片区规划有一条前店后厂
的古巷，多以吃喝玩乐和展演为主，而两院片

区将会有复杂类型的非遗项目体验区，比如
青铜器，通过全面展示传统工艺流程和技艺，
把传统文化盘活，让传统工艺成为看得见、摸
得着、参与得了的动态项目。”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传统手工艺往往在老艺人手里，他们年
纪大、辈分高、资历深，家族传承固然有其优
势，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让年轻一代能够介
入，感同身受，甚至形成潮流，这样“活起来”
的传统工艺才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在长垣县寻访到一位用传统工艺
制作豆腐脑的老人，他压根就没听说过什么
非遗。儿子外出打工，他留在村里做豆腐
脑，贴补家用。”郑州文化馆馆长、郑州市非
遗保护中心主任李桂玲说，个别手工艺人能
跟上时代步伐，加强自身造血功能，打开了
市场，甚至走上了产业化发展道路，但很多
手工艺人起点低，还处于为了生存劳作的低
水平状态。

“比如省级非遗项目新密造纸，因为纯手
工，成本太高，销路不好。传承人为了孩子的

学费和老母亲的赡养，只得把技艺搁置，选择
去打工。还有新郑的耿氏盘香，采用传统工
艺纯中药制成，成本高、产量低，无法营利，传
承人的坚守，有时甚至换来的是家人的抱
怨。”李桂玲表示，一方面，保护中心的工作人
员要带着专家深入到乡村加大寻访力度、发
掘有价值的项目，另一方面，要帮助传统手工
艺人树立信心，找出路、脱困境。

业内人士表示：“像一些工艺复杂的项
目，完全可以把制作过程变成艺术展演，让
那些被浪费、被遗弃、流失掉的东西，以实景
再现的形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这仅仅有政策还不够，还要鼓励社会各界
搭建更多的平台。”

河南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刘春晓表示，
河南传统工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
明，散发着质朴的原始风貌和中原乡土气
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振兴传统
工艺，将能带更多人发现手工劳动的乐趣和
创造性价值”。

为让传统工艺活在我们身边

商都历史文化区将再现古老工艺之美

本报讯 2017年3月24日，《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
出台标志着振兴传统工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振兴传统工艺
已成为我国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任务。

传统工艺不仅是千变万化的制作技艺，还是民族文化的情
感表达，亦是中国人文精神符号的象征，它的保护与振兴是一场
必然的复兴运动。

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厅非遗处了解到，目前，《河南省传统工
艺振兴计划》正在起草中，将以《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为指
导，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

河南传统工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可以想见，未来，这场
文化的复兴之潮将为河南的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用“工匠精神”
去完成一件件作品

在振兴传统工艺成国家战略
之前，一批坚守传统工艺的百年
老字号、匠心品牌与跨界项目、传
统村落与古镇、非遗传承人等，早
已在传统工艺的复兴之路上身先
士卒，担当起了开路者和领路人。

“20多年前，我因工作关系到
全国各地，接触、结识、了解了一
大批民间艺人。很多艺人生活清
苦，甚至时不时需要用作品来换
些钱以应付生活所需。当时，我
凭着直觉，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没
有被重视，真是太可惜了。于是，
就和一些德艺双佳的艺人签约成
为他们的代理人，让艺人安心创
作，约定代理费每年递增，让艺人
免除后顾之忧。”作为一家致力于
非遗传承和保护的文化机构，国
脉文化负责人李翔告诉记者，随
着国家对传统手工艺越来越重
视，再到2006年第一届“文化遗产
日”的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
走进公众视线，作为其中一大项
的传统手工艺也迎来了春天。

“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厦门、郑州、台儿庄等地长期
陈列着大师们的珍品2万余件，涵
盖陶瓷、刺绣、剪纸、皮影、石刻、
泥塑、社火、酿造、印染、制砚、版
画、民间音乐等多个门类的传统
项目，吸引国内外观众300多万人
次参观。”

手艺人也是传承人，他们是
历史创造者。手艺带着人类发展
走过昨天、走在今天，走向未来。
手艺需要保护，也更需要介入到
社会生活里，否则它会慢慢消解。

在钧瓷烧制技艺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协五大名窑
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任星航看来，
传统工艺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传
统，振兴的目的是让它适应和影响
现实生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消
费升级的需要，这便要求艺人杜绝
急功近利、提升传承和再创造能
力，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加大对传
统工艺的支持力度。

任星航说：“当下，追求个性化
和生活品质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
生活方式，‘新手工艺’‘重拾手作
传统’等名词在社会大众中的接受
度越来越高，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采用传统工艺元素生产的新日用
品和文创产品也越来越受到大众
的青睐和市场的欢迎。可以说，当
前传统工艺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上，传统工艺振兴迎来了
最有利的条件和历史时机。”

汝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朱文立认为：“可以鼓励手
工艺的个性化定制，因为手工艺
本身便是个性化、差异化、限量化
的生产，‘定制’很适合为小众服
务，甚至满足特定人群的特殊需
求，这就要求手艺人要强化创意、
重视创意设计能力的提升，同时还
要能静得下心来，用‘工匠精神’去
完成一件件作品。”

有传统文化情怀的人很多，但能坚持下
来的很少。文化产业三年之痒五年之痛似
乎已经成为一种宿命。李翔认为这是路径
问题。

“很多人一提到文化产业，就想到市场、
经济收入等，但我们认为，好的文化产业项
目，一定是有精神内核在其中的。”李翔以国
脉文化研发制作“同心杯”“敬茶杯”“四世同
堂茶具”等产品为例，介绍如何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注入产品。

“但得生死常相随，此酒不减同心杯。”
喝交杯酒，是婚礼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很少
有人能知道交杯酒的来历。

早在 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结婚当
天男女交互同饮的习俗。但当时用的不是
杯子，而是葫芦一分为二制成的瓢，喝的是
葫芦籽和瓤酿出的苦酒。男方把女方家的
苦酒喝下，女方把男方家的苦酒喝下，寓意
同甘共苦、永结同心。

受此启发，国脉文化有了用陶瓷制作同心
杯的想法。中国是陶瓷的故乡，而五大名窑，
河南占其三，作为河南最厚重的文化符号，用
陶瓷承载商代的礼仪文化，再合适不过。

“创意到产品，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
脉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邀请五大名窑代
表大师和数十位著名陶瓷专家组成专业考
察队伍，经多次深入各窑口考察研究，联袂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历时数年精心甄选倾心
研制。‘同心杯’严格遵照古瓷技艺手工烧
造，从选用泥料、练泥、拉坯，到筛选矿石、釉
料搭配，一直到最终的陶艺烧制，系统地再
现了传统陶瓷制作技艺。”

中国人的婚礼，多以嬉闹、恶搞为主，植
入“孝道”文化的敬茶杯则让婚礼变得庄重、
有仪式感。亮相今年深圳文博会的“四世同
堂茶具”，按长幼秩序辈分做成大小不一的
茶杯，如同和谐、和睦、兴旺的四代人同处一
堂，收获诸多好评。

陶瓷的窑变过程，泥和水的结合，经过
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磨炼，最终成为一件完
美的作品，这不是很像男女恋爱、婚姻的过
程吗？我们让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来
体验这个过程，亲自制作同心杯、同心餐具，
让他们去感悟其中的精神内涵，已经成为夫
妻的，可以通过这种体验来加深感情。

丰富的精神内涵让传统手工艺在当代
社会有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创新的脚步
一直未曾停歇。李翔又有了和酒店联手打
造同心房的计划。

“我们签约的传承人，所涉及的非遗项
目涵盖了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纯手工的缫
丝、纯手工的织造以及各种家居生活用品。
按照传统婚礼习俗，置办婚庆用品，打造同
心房，可以给新人一个完美的新婚体验。此
外，每逢结婚纪念日，都可以来同心房小住，
回忆甜蜜往昔，甚至夫妻将来吵架闹矛盾，
来这里有助于双方重归于好。”

传承创新 让传统手工艺散发艺术生命力

精彩呈现“活起来”的传统工艺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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