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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编配上蝴蝶酥
遵义是上海对口帮扶城市，去年进博

会上，凤凰自行车牵手赤水竹编传承人马

毅，研发藤编前车篮和书报篮，不仅展示
了非遗和老字号“硬核实力”，也是一种

“精准帮扶”的示范。

首次参加“上海非遗购物节”的卢华
英和马毅一样，都是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

学院和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
（PACC）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竹艺研修班)”

的学员。来上海之前，卢华英的竹雕和竹

编技艺非常精湛。在上海学习期间，她和
同学们一起参观了杭州、安吉、莫干山的

各类竹编制品厂，学习新的设计理念以及
尝试将竹编和其他材质结合，看到了很多

传统工艺和现代美学结合的案例。
学习期间，上海大学还特意为他们设

立了一个“传统公益工作站”，帮着卢华英

等非遗传承人牵线搭桥。比如，上海老字
号“哈尔滨食品厂”的“哈氏”糕点海派制

作技艺是上海黄浦区非遗项目，赤水竹编
是贵州省级非遗保护项目，“竹报平安”糕

点礼盒正是两大非遗项目的结合。“这个
竹编盒子非常精美，吃完里面的糕点，也

是一个可以用来日常使用的储物盒。”上
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章莉莉说。

同样，在上海学习之后，90后非遗传
承人杨昌琴回到当地，招收了很多学员，

大都是附近的留守妇女，还有一些残疾

人，在她的耐心教导下，这些学员 3个月
就能独立做一些简单产品，每月可以收入

3000多元。

刺绣摆进专卖店
撒尼刺绣，来自于阿诗玛的家乡石

林。撒尼刺绣的传承人昂贵这一次将带来

了全新的撒尼刺绣收纳盒，“这款刺绣收

纳盒灵感来自撒尼人传统的收纳木箱，是
既有民族时尚气息，又有实用功能的小型

刺绣收纳盒。”
在石林，昂贵的母亲毕跃英，是远近

闻名的国家级非遗彝族撒尼刺绣代表性

传承人，几十年来，她在自家开办的作坊

里自产自销，所有关键工艺环节上都保持

了纯手工生产，不过产量小，也有地域局限
性。昂贵说，现在的纯手工艺人大多四五

十岁，她们只是把它作为一项传统爱好，给
自己或者下一辈绣一些用品。

去年，昂贵和近二十位撒尼刺绣的传
承人来到了上海，他们参加了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项目石林
撒尼刺绣技艺非遗品牌智造研修班”。昂

贵说，“首次在 2019年上海外滩奔驰体验
店的活动上亮相的刺绣收纳盒很受欢迎，

仅活动当天就销售了 76个，之后奔驰公

司又专门订制了一批纪念版收纳礼盒。”
本次购物节昂贵将通过网络带货，价格也

在 180元至 380元之间，“这个价格也是
通过我们学到的市场调研方法后定的。”

通过一人带动一片，从上海回到石

林，昂贵立刻调整了工作室的布局，还把
产品重新分类定位，他还在想下一步自己

也在抖音上做个带货达人，助力非遗产品
的商业转化。现在，昂贵的工作室已经先

后培训了 400多人。 本报记者 吴翔

    今天，迎来

2020年我国“文
化和 自 然 遗 产

日”，今年的遗产
日以“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文物赋

彩全面小康”为主
题，同时也是第一

次以线上为主场，

200 多位非遗传
承人相聚抖音，通

过云展、云演、云
讲、云售、云游等

多种方式介绍非

遗传承⋯⋯
60集《海派

百工》4K 非遗微
电影已全部拍摄

完毕，这是一部传
统文化的传承日

志，带领市民共同

探寻上海生活的
非遗“密码”。日

前，该片登陆 B

站刚开通的 4K

频道，每周五更
新，引来年轻人

“追剧”。一部《霍
元甲》使精武武术

广为人知，精武迷
踪拳总共有 72

式，为了便于推
广，现已精简为

27式。这次遗产
日，上海精武体育

总会编排了一套
时长 4分钟的成人拳操，还编排了一

套适合青少年的精武操。
上海市非遗项目“古本易筋经十

二式导引法”如今已被列入了传统医
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今天，其传承人严蔚冰在抖音
和有赞开启直播，向市民传授易筋经

“起居导引”，舒筋骨、调气血、扶正气。
疫情期间，他的一位学生带队出征武

汉抗疫，他教了学生“居家导引三方”，
一传十、十传百，后来被人传到网上流

传甚广。 本报记者 吴翔

    红砖墙，绿藤蔓，建业里昨晚迎来了一

群摩登的评弹演员。长衫笔笔挺，旗袍更是
百变花色风情万种，上海评弹团的响档们两

两一组，走在石库门里弄里来了一场旗袍
秀。正值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评弹

名家们在难得的夜场直播里唱评弹、说评
话、聊非遗，许久未与听众见面的乡音书苑

也在今天开放。
住在石库门的时光，是不少上海评弹名

家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毛新琳想起自己在
石库门里住了几十年、每天练唱评弹的日

子。熟悉的画面也唤醒了很多观众的记忆，
“重回孩提时代了，当年和家人一起听评弹

广播，是夏夜凉风习习中的享受”“评弹人、

老上海、雅致生活，都集齐了”。
评弹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性曲种，从小桥

流水之处来到上海，融入上海人的生活之
中，深受都市文化、海派文化的熏陶。随着高

博文和吴新伯两位著名演员从里弄转场进
室内，案台上早已摆放了一壶茶和几样老字

号小茶点。“评弹就像是生活的刹车，让我们

可以慢下来，享受生活。”吴新伯感叹道。

评弹和旗袍有很深的渊源，评弹女演员
的必备演出服就是旗袍。“真丝的、蕾丝的、

织锦的、棉布的、化纤的旗袍，我都有，最钟
爱的还是传统的绫罗绸缎。”陆锦花昨晚身

着的是一袭手绘墨竹款素雅旗袍，她谈到，
评弹演员的旗袍有特殊需求，不仅要好看，

还要有垂度、不容易皱。针对现代人的生活
方式，旗袍也做了很多改良，比如不会太贴

身，要考虑到行走方便，穿上旗袍后行为举

止又能体现对传统的尊重。
吴新伯在直播中也秀出了自己的珍藏，

一卷蓝色刺绣布面徐徐展开，里面嵌着十余
把精美的折扇，其中有他父亲吴君玉留下

的，也有自己收藏的。他笑言，以前住在花鸟
市场边上，喜欢茶壶，结果经常碰坏，看到朋

友的折扇，大喜，终于能把爱好和职业结合
在一起了。直播的最后，高博文作为上海评

弹团的团长，也不忘吆喝，乡音书苑今天正
式开门迎客，青年弹词和评话演员都将有精

彩节目以飨新老听众。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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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墙 绿藤蔓 风情万种唱评弹

石库门里说夜书 弹眼落睛秀旗袍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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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手工制作的竹编点心盒，里面装着充满奶
香的上海蝴蝶酥……今天，在新创的首届“上海非遗购
物节”上，贵州遵义的赤水竹编将联袂上海老字号“哈尔
滨食品厂”，推出“竹报平安”糕点礼盒。在美味与非遗文
化交融的背后，其实是上海与各地非遗文化的合作，让
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产业化，从大山深处走出来，不仅
走进寻常百姓家，也能奔向世界大舞台。

■ 评弹演员旗袍秀 记者 王凯 摄

■ “竹报平安”糕点礼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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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竹雕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