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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的文化味道是什
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有的人，在景德镇的古街、里
弄徜徉，青石板、夯土墙，会告诉
他延续千年的故事；有的人，在古
窑口、博物馆徘徊，随处可见的瓷
片、青花、釉里红等文物，讲述着
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
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有的
人，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陶瓷
学院、四大市集，寻找灵感与青春
迸发出的激情和创意……

古窑重燃

讲述千年文化底蕴

天微亮，位于曙光路的景德
镇古玩城里已经有些热闹。

陶艺家李见深熟练地穿梭在
摊位间，不时拿起瓷片、瓷碗抚
摸。砍价成功后，他笑着把收获稳
稳捧在手里：“你看这瓷器上的
鱼，画得多生动。”几十年的浸润，
李见深熟悉这里的每条老街里
弄，“待在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而在余喜来心中，见证老窑口
的重建与开窑，是最幸福的时光。

火光映红了砖窑，也映红了
余喜来的脸庞，通过观察孔，每一
处的温度、每一件器皿的成型，老
余都胸有成竹。作为一名陶二代，
余喜来师从父亲，15岁开始做窑

工，后来又做过两个国营陶瓷大
厂的负责人。2012年，市里决定
在景德镇复建一个古窑，最终选
址在御窑后的徐家窑，老余被请
来担任复建复烧总指挥。无论摆
架、陈设还是用料，完全按照千年
窑口来还原，“恢复老窑口，就是
要一个古字。”余喜来说。

出窑的瓷器摆上桌，大家纷
纷围上前去，产品被抢购一空。徐
家窑2015年建成复烧后，考虑到
环保等因素，一共烧了5窑，没料
到一窑比一窑卖得火。2020年10
月的开窑节，徐家窑卖出200多
万元的货品，余喜来很自豪。

如今，喜爱瓷器的人，正从工
业制品的千篇一律中转身，转向
欣赏古老窑口烧制出的温润、个
性和变化。“历史底蕴是景德镇重
要的财富。”老余说。

走进景德镇陶瓷馆，500 多
件珍贵文物讲述着景德镇的故
事：从汉朝肇始，到宋元明清，辉
煌灿烂，新中国成立后十大国营
瓷器厂，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举足
轻重……从2009年开始，景德镇
相继复烧了清代镇窑、明代葫芦
窑、宋代龙窑等历代典型瓷窑。
2015年，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
切入点，景德镇出台《景德镇市御
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推进御
窑遗址博物馆等重大文化保护项

目建设，并对遍布全城的150多
处老窑址、108条老街区、“十大
瓷厂”老厂房等文化遗存实施系
统性保护修缮。

青春力量

释放创新设计活力

从景德镇市区驱车，20分钟
后就到了三宝瓷谷。

乍一看，这似乎只是平凡的
山间小村，农人荷锄归来，黄狗相
随。再细看，很多房屋又有着完全
不同的味道，精心设计的院落、墙
上的装饰、门头的牌匾……体现
出主人对于美的个性感受。

三宝村与艺术结缘，源于当
年紧挨着陶瓷学院老校区，很多
老师在这里置业创作。瓷谷的尽
头，则是三宝国际陶艺村。

1978年，九江人李见深第一
次来到景德镇。1998年，他在景
德镇城东南郊外买下几幢老房
子，取名三宝国际陶艺村。

一面是开放。李见深提出“驻
场”的概念，希望来此交流的从业
者能住上两三个月，可以接触到
制作陶瓷的配泥、拉坯、施釉等各
道传统工序。

从 2000 年正式对外开放以
来，近千名外国陶艺从业者来这
里创作、交流、访问，长住的有

500余人，各种肤色和语言的人在
这里感受中国文化。

一面是传统。土路、土墙、木
门，农家小院坐落在青山绿水间，
野趣天成，一直到今天，李见深还
坚持带人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陶，

“三宝国际陶艺村是一件作品，是
对传统手工艺的致敬。”李见深说。

离三宝村不到5公里，便是陶
溪川。华灯初上，各种小摊支上，
沿路摆开的各类文创产品，吸引
着众多游客。每周末的陶溪川市
集，准时开始了。

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景德
镇市陶文旅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子
力很欣慰。曾经，这里是宇宙瓷厂
——过去的大型陶瓷企业遗址，
断壁残垣，如今，它是刘子力和很
多人的一件作品。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
多次调研景德镇，他和刘子力一
拍即合，参与设计改造宇宙瓷厂。
1.6万名青年创客在此集聚，免费
的街区市集、免费的国际工作室，
凸显了陶溪川的开放。

八方匠人

延续城市发展魅力

2016年，俄罗斯姑娘塔西雅
在导师的建议下来到景德镇进行
学习交流。在这里，她深刻体会到

了匠人精神。72道工序，每道都有
专人负责，细致打磨，不能一蹴而
就，不可半途而废。

翡翠的耳坠、南红的花扣、羊
脂玉的领夹……每一样精巧设计
的小物件都让人爱不释手，年轻
手艺人田田说：“我们在老物件的
基础上设计，变成现代的风格。”

很难想象，亲手打造这些物件
的田田，大学学的是外语专业。
2015年途经景德镇时，一次偶然
的市集淘宝经历，让她对这里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钻研手工。

2017年，田田和姐姐搬到三
宝村，在这里开了工作室，专心老
物件手工饰品的制作。如今，三宝
村也迎来了很多和她一样的手工
艺人。“我很享受将作品和想法呈
现出来的状态。”创作之余，田田
会学习更多的技能，书法、插花、
古琴……在碰撞和交流中，每个
人都在感受文化、诠释艺术。

2019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批
复，刘远长非常兴奋。19岁考入景
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雕塑专业，
做设计、干厂长，见证了景德镇的
变化。如今，在刘远长眼中，瓷都
景德镇迎来了最好的机会，“那个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景
德镇仍然在。”

（《人民日报》朱磊）

我是甘肃人，
馓饭是我小时候
常吃的饭食。它制
作食材简单，以玉
米面（新鲜的玉米
面尤佳）为主，其
它杂粮面也行。制
作过程说起来很
简单：一手均匀地
将玉米面撒在沸
水中，一手拿木筷
或勺子匀速顺时
针搅拌，待锅里的
玉米面变黏稠时，
盖上锅盖，再用小

火略煮几分钟即可。配菜亦很简
单，就是一碟蒜炝酸菜。

虽说馓饭食材简单，做法简
单，配菜简单，但于我而言，现在
想做出一碗地地道道的馓饭来，
却绝非易事。不是缺食材，也不
是缺配菜，而是缺少了恰到好处
的火候。均匀而恰到好处的火
候，才能做出来一锅恰到好处的
馓饭。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馓饭
要做好不简单，左右手的配合相
当关键。左手抓玉米面，右手拿
长筷，等锅里的水开后，左手手
缝轻轻开合，让玉米面从指缝间
撒入锅中。俗话说，馓饭要做好，
三百六十搅。这时，右手需配合
左手快速而均匀地在锅里搅动。
随着左右手协调配合，锅里的玉
米面糊开始黏稠并冒小气泡。这
时候，不要再撒玉米面，锅下的
火要匀且旺，右手搅动的速度也
要更快一些，感觉筷子搅起来有
些沉重了，就拿木勺搅。直到馓
饭冒出鸡蛋一样大的气泡，火随
即要小一点，让馓饭慢慢熬一会
儿。这个过程中要拿木勺盛一
勺，观察稀稠，若流下来的时候
能连成线，那么熄火盖锅盖焐片
刻就可出锅了。

我出生在天水地区的一个
小山村，记忆里，馓饭冬天吃的
时候最多。腊八前后，窗外雪花
一朵一朵似有似无地飘落。爷爷
坐在炕头，眯着眼睛，把火炉里
的炭火吹得很旺，罐罐茶咕嘟咕
嘟冒着热气。厨房里，母亲正在
撒馓饭，一片青烟缭绕。等热气
腾腾的馓饭端上炕桌，一家人坐
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围着炕桌就
着腌酸菜吃馓饭。馓饭入口顺
滑，腌菜香脆爽口，外面寒风呼
啸，屋内温馨暖和，仿佛冬天只
是路过小院，并不会影响屋内的
流年。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咽了一
下口水，迫不及待想吃母亲做的
馓饭了。

文化·生活A4 编辑：陈早先

2021年1月14日

【第333期】

不 夜 孙凯芳 摄

非遗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承
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艺术表达及风俗习惯
等，是确定本民族文化特性，增强
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重要资源，是
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历史价
值和文化价值。在其赖以生存的
文化土壤急剧变化的背景下，秉
承时代精神，借助新型媒介做好
非遗保护与传承事关重大。

近年来，在中央有关文件和
文旅部等相关部门的引导下，非
遗得到空前重视，“非遗+”也成
为一种保护非遗、传承非遗、用
非遗带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
概念和模式。如“非遗+科技”“非
遗+文创”“非遗+扶贫”等通过

“1+1”实现了“大于 2”的双赢效
果。与此同时，一批以保护和传
承非遗为宗旨、兼具教育功能和
娱乐功能的综艺节目兴起，同时
越来越多的娱乐性综艺节目开始
加入非遗元素，“非遗+综艺”这
一模式逐渐让非遗在一些节目中

燃出了星星之火。
随着非遗传承人得到普遍尊

重，非遗元素受到广泛欢迎，非
遗概念成功出圈，保护和传承非
遗渐成共识，如何让更多的非遗
从节目中的星星之火燎出荧屏，
以具象而非概念走进更多人的生
活成为新的课题。

溯源非遗类综艺节目可以得
到一些启示。以河南卫视的《梨
园春》为例，从最初简单把戏曲
舞台搬上电视呈现名家名段，到
后来不断适应变化尝试改版，加
入选秀和竞赛元素，推出戏曲擂
台赛等，《梨园春》迅速成为一种
现象级文化综艺，火遍中原大
地，甚至火向了全国。“辕门外三
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
我保国臣……”当年那些一边陪
长辈看戏一边学着哼唱，梦想着
通过登上《梨园春》大舞台为家
庭争光的孩子们，有些已经成了
豫剧中坚力量，有些虽未从事戏
曲行业，曾经熟悉的唱词依然可
以张口即来。

纵观三十多年来非遗类综艺
节目的发展，可以看出非遗呈现
形式越来越丰富，关注的非遗项
目越来越多，参与非遗保护和传
承的人也呈现增长趋势，有效推
动了非遗的传播与传承。但是我
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各类综艺节
目的大量涌现，非遗类综艺节目
也受到了较大冲击，叫得响的节
目并不多。一些打着非遗传承旗
号的综艺节目通过加入蹩脚的剧
情设置、略显违和的灯光舞美，把
非遗传承人和非遗项目硬搬上舞
台，不仅无法真实呈现非遗之美，
反而给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敷
衍感。此外，在国家有关文件的引
导下，有些当红综艺节目为了提
高节目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在某
些环节加入非遗元素，看似是明
星宣传非遗，其实非遗元素不过
是“节目有文化”的点缀而已。

如何让非遗从节目中的星星
之火燎出荧屏，甚至以其抓人眼
球的美感冲出荧屏，俘获观众的
心，真正让人感受到非遗的文化

内涵而主动参与保护与传承，似
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遗类综
艺节目即便需要兼顾娱乐属性，
也不应喧宾夺主，挂羊头卖狗
肉，过分强调娱乐而让明星发光
让非遗暗淡。非遗类综艺节目唯
有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充分挖
掘和呈现非遗的文化内涵，而不
仅仅是玩个火、摔个牛、唱个歌、
跳个舞，追求简单的感官刺激。
非遗传承发展中，表现形式的创
新必不可少，有些非遗本身也在
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但是不可
否认，越原汁原味的非遗越能够
引发观众共鸣，勾起回忆，它所
承载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价值才更
本真。真正做好非遗呈现，讲好
非遗背后的故事或许更能促进非
遗冲出荧屏。

厚重的历史感和灵动的创造力共生，江西景德镇——

千年瓷都青春常驻

非遗综艺节目：莫把非遗元素当点缀
曹兰胜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日电（记者 余俊杰）
记者12日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开发银行等7
家单位近日联合遴选
出 320 个全国文化和
旅游投融资项目，总投
资6194.1亿元，拟融资
2325.4亿元。

据文化和旅游部
产业发展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持续深化文
化、旅游与金融合作，
加大文化和旅游企业
融资帮扶力度，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与国
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光大银
行等 6 家金融机构联
合开展了全国文化和
旅游投融资项目遴选
工作。

按照“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
定位，项目遴选采取政
银合作模式，借助金融
机构风控专业能力。合
作金融机构全程参与
项目征集及评审，并为
入选项目提供融资等
金融服务。

该负责人表示，经
项目征集、合规性审
核、联合评审、项目复
核等系列程序，最终遴
选出320个项目，对于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较强示范和促进
作用。目前，部分项目
已经落地实施，并获得
相应的授信支持。

据悉，本次遴选的
项目将纳入全国文化
和旅游投融资项目库，
作为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及
金融机构开展政策支持和金融服
务的参考。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还将建立入选项目跟踪指导、对
口联系、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为项
目建设提供嵌入式、全流程服务，
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
展质量和效益。

中国动漫金龙奖
全球征稿启动

新华社广州1月 12日电（记
者 邓瑞璇）作为中国国际漫画节
主体赛事，第18届中国动漫金龙
奖11日启动全球征稿，将在传承
优秀中华文化方面持续深耕，助力
动漫产业发展。

记者从中国动漫金龙奖组委
会获悉，近年来，结合传统文化的
原创动漫作品发展势头强劲，大步
迈向世界舞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
独特魅力。历届金龙奖也涌现了多
部取材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动漫作
品，如《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源
起》《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山海戮》
《洛神赋》等。

为积极推动中国动漫文化走
向世界，从本届金龙奖开始，组委
会将永久设立“蔡志忠漫画奖”，用
于褒奖在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取
得突出成绩的作品或作者。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充满
了无数文化宝藏，是中国动漫取之
不尽的灵感源泉。”中国动漫金龙
奖组委会执行主任赖春晖说，“未
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挖与再创
作，将成为动漫创作的重要方向之
一。我们希望通过设立这一奖项，
发掘更多响应新时代号召、刻画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讲好中国
故事的优秀作品与杰出人才。”

此外，组委会还发布了中国二
次元指数2020年度十大关键词。
盲盒、漫改、原神、汉服、跨界、科
幻、抗疫、知识漫画、亚运电竞、虚
拟 IP等十个关键词，体现了2020
年中国动漫行业的发展轨迹与成
果。“中国二次元相关行业正在机
遇与挑战中快速发展。”赖春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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