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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女孩的
非遗传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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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传来，透着慷慨和激情。

这是一代青年面对疫情的勇气，既
重视问题也充满战胜困难的信心。

屏幕上的这幅新作，似乎便能很好
地诠释李诗忆，这个去年入选“上

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的年轻女
孩，既从爷爷和父亲那里传承了海

派剪纸的传统技艺，又以自己的方

式正为非遗融入当代生活，被更多
年轻人所喜爱努力探索。

六岁学剪纸
“6岁起，我就跟着爷爷学习绘

画和剪纸了。”李诗忆 1991年出生

于上海，成长于一个充满着艺术气
息的家庭，爷爷是专攻绘画和剪纸

的艺术家李廷益，是上海民间文艺
家协会剪纸专委会的创始人；父亲

李守白也是一位出色的海派艺术

家，他将石库门里弄作为创作灵感
来源，开创了独具海派风格的重彩

绘画和剪纸作品。“剪刀划过纸张的
声音，是我至今留存的童年记忆。”

十多年习练，李诗忆的剪纸技艺虽

不及父亲娴熟，但艺术上她也自成
一格，作品新鲜明艳、富有动感，“有

幸代表上海非遗海派剪纸，参加过
韩国丽水世博会、哈萨克斯坦-阿斯

塔纳世博会、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展演等。”对于这份传自爷爷
的手艺，李诗忆是骄傲的。

还能更有为
不过，真正让她觉得剪纸可以

大有作为，是在出国读书以后。本

科毕业后，李诗忆赴英留学，在伦
敦威斯敏斯特大学主修博物馆、画

廊与当代文化研究专业。“读硕士
时经常要做案例研究、公众布展、

科普教育设计，每次我都会选择将

上海的海派文化作为主题，当时的
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来自全球各

地的同学老师们能更了解我生活
过并热爱的城市。”但令她没想到

的是，很多次的课堂演示都受到老
师同学们特别的好评，“海派文化，

似乎让老外看到了一个更有细节
的上海。”

更让李诗忆印象深刻的是一
次无心之举，那年她想为父亲生日

拍一个短片表达祝福，“当时的想
法是在泰晤士河畔以现场剪纸的

形式剪出他的剪影和城市景观。当
我到河边拿出剪刀和纸准备开始

剪的时候，就引起不少外国人来围
观，后来索性边剪边给他们科普海

派剪纸，拍完以后他们纷纷问我能

不能帮他们剪一些小东西，他们都

觉得这是特别厉害的艺术。”李诗
忆回忆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传

统艺术自带一分神秘感，有他们觉
得特别了不起的魅力。”这更坚定

了她的艺术选择。

非遗入生活
“如何推动‘非遗+市场+创新’的

融合发展模式？如何让非遗成果成为

与群众互动的文化纽带？如何促进非
遗融入当代生活，让更多年轻一代认

识了解？”回国后，这些问题始终萦绕
在李诗忆的心间，这是她出国留学的

目的，也是所得，“对大多数年轻人来

说，艺术品似乎依然是只可远观不可

亵玩的，我们需

要有更接地气
的展现方式来

进入生活。”历
经三年开发，几

经摸索，2019年
李诗忆带领她

的团队取名“忆

想天开”，在田
子坊开出了一爿非遗文创专卖店。

明净时髦的店堂里大大小小
的上海主题商品几十多款，有收

藏爱好者喜欢的复刻画、剪纸品
和白瓷艺术品摆件；有时髦女孩

子喜爱的真丝围巾、真丝抱枕、红
木梳子、海派笔记本、充电宝等

等；还有美食达人喜欢的网红下

午茶。“这里有上海的味道，有上
海人的家乡情怀。”李诗忆自豪地

说，传统文化需要当代表达，需要
创新的智慧，需要传承的定力，

“传承是对非遗最好的保护。我
想，当代非遗的发展需要创新来

赋能。”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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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人物

    《安家》热播，导演安建却一直三缄其口，这么做有

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因为疫情
的关系，他一边在做新项目，一边还在盯着《安家》的后

期，在机房一天少则五六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真
的是没有时间；主观的原因是，他觉得，作为导演，想说

的话都在拍摄的时候用镜头说了，拍完就完了，是好是
坏就交给观众去评价吧。哪怕有些遗憾，也必须得全

盘接受。“像《安家》，有这么多观众去看，有些争议是

正常的，难道要逼着所有人都说好吗？”

刺痛人心 打动人心
按照安建的习惯，在作品播出期他会主动屏蔽自

己，但《安家》的热度让他无法置身事外，他的很多亲戚

朋友每天都会求他剧透。“作为从业者，这就是我们和
社会沟通的方式。”安建说，“社会是面多棱镜，从事影

视创作的人不可能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但我们作品
能不能有些锐度、有些刺痛人心或打动人心的地方？

最终带给人们温暖的力量。”
在安建心中，《安家》大抵就是这么一部剧。在疫

情发生的特殊时期播出，剧中讲述的故事有喜有悲、描

绘的人物有善有恶，但通过惩恶扬善的处理和表达，希
望带给暂时居家的观众以慰藉和温暖。

相比部分情节和人设的弹赞交加，《安家》的细节获
得一致好评。比如，房似锦简约利落的西装造型颇为符

合真实中介的身份，被赞真实、接地气。安建说这和演员
们投入的、亢奋的创作状态分不开，连他一度都被孙俪

对角色造型的琢磨和用心“欺骗”了。如果说孙俪是靠演
技在让观众一步步地理解并接受房似锦，那么罗晋自带

的细腻感和徐姑姑这个角色的精致佛系从开始就是相
互成全，相互借力。

安建不愿意过多地评价演员表现，他只用了“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地努力

了，每个人的完成度都很高。但愿回忆起这部戏来，他们记得的不止是‘我
用棍子打过他们’，还有我作为一个长辈带给他们的经验和看法。”

非行业剧 贴近生活
制作方对于《安家》的题材定位一直是现实主义都市剧，不过在播出期

间它更多地被媒体定义为行业剧。对于“行业剧”的说法，安建导演认为不

是非常准确和贴切。“这部剧还是表现人物的情感、命运和成长为主，人物
并不是完全为行业案例服务的。”

还有选景、布局、拍摄方式等，安建都进行了全新的接近纪录式的尝试。
全剧有一半左右是静宜门店的戏份，这部分戏的质量决定全剧的成败。“首

先，五六个人的群戏是最难拍的，主拍一两个人的时候，其他人都不是道具，

是要有反应的，是有人物关系的。我认为每一场的群戏都像小话剧似的。某

个场景，我需要有个人拿个杯子走过去，需要有个人去个卫生间，大家对自

己的位置和出现的时间点都了然于胸，这不仅仅是演员们磨合得好，还需要
表演智商和对戏的共同理解。”
“其次，静宜门店空间小、调度大，摄影师是把机器（轻则 40斤，重则 70

斤）扛在肩上移动拍摄，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减震方式。这种拍摄方式几乎
贯穿整部剧，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摄影师体力的考验。”采用这种拍

新闻的、无修饰的方式只为距离生活近点、再近点。普通观

众或许根本感觉不到这些精心设计、用心实践的想法，也

无需觉察到。因为影视剧不是拍给专业人士看的，是拍给

普通观众看的；最好的技术都隐

藏于艺术之后，不着痕迹、不抢
风头但又非它不可。安建深谙此

理，“所有的技术都是为了人和
故事服务，只要观众说很生活

流、很真实就够了。”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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