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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要让文物活起来"

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文博机构们，近年来动了不
少脑筋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与今天老百姓的日常
用品相结合。从目前看来，文传产品的开发是卓有成效的。
新鲜有趣的文创产品能够吸引了无数目光的关注，不少品
牌每次在社交平台中推出新品都能引起热议，在电商当中
成为网红产品，达到了将传统文化传承开来的目的。

在“传统纹样活化”案例中，“东方丝国”就是一个成功
的案例。大约四年前，位于北京西郊的法海寺，寺庙的管委
会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吴海燕教授和她的
团队设计开发相关的艺术文化衍生品。这里保存着少有的
明代宫廷壁画，画纹精细，似飘若动。在松海柏涛中的法海
寺大雄宝殿前，吴海燕教授感受到的是五六百年的历史似
乎静止于这一瞬间。她想做的，就是把中国文化活化于当下
的生活，重新贴合当代东方起居与审美意趣。吴海燕教授将
其概括为 !"个字：“传统活化、设计转化、东方范式。”

吴海燕教授及其团队选取了法海寺壁画中人物的配
饰———“璎珞”来做衍生品的设计要素。“璎珞”原为古代
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物，造型类似中国结，予以“光明”和
“美玉”。去年大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中女主角的名字便
是选自与此。
中国的纹样蕴含着东方的想象力和文化内涵，是对中

国情结最朴实的述说。当下，我们回望历史，开始思考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希
望找到延续传统纹样生命力的创作方法，守住优秀传统文
化的根脉。纹样的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质感美、造
型美、色彩美共同组成的艺术集合体，是一种美学的沉淀
和艺术的升华。因此，纹样的创新不仅是造图的创新也是
造物的创新。
将璎珞的形制与色彩进行归纳是吴海燕教授做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她将归纳的成果结合在其最看中
和擅长的丝质面料上，以今日时尚之本、之形、之色、之理
等，载以数千年的中国丝与瓷，通过礼品形制、图案与工
艺将文化活化于其中。最终完成的璎珞图案婉转华美，衣
袂和日常起居的器物色彩绚丽，古典华丽。一种纹样、一
种材质、一片瓦当，一丝一竹，都寄存着传统文化之灵魂。
吴海燕把传统和时尚连接，使其活化在当代人的生活中。

这样的一种传统活化方式是挖掘中国元素，把文物走进千家
万户很重要且成功的方式。

非遗传承助力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与“非遗传承”结合，是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成功
案例。“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 "#!$年 !!月，习近平
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在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思想指导下，通过设计的力量，贫困山区的手工艺从业人员正
以全新的视角去传承非遗手艺。
《看见大山》非遗扶贫项目，从“文化帮扶”入手，致力于以

“人人平等”的帮扶理念，唤醒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
与自豪。"#!%年 !!月 &日，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级工业产品
设计系的 "$位学生及一名法国留学交换生，在 (名专业教师
及一名来自法国图卢兹大学的特聘教授来到重庆酉阳县浪坪
乡，这座位于武陵山区的中国国家级贫困乡村，进行采风课
的教学实践工作。本次工作其实只是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产
品设计系一门扩大学生视野，丰富学生阅历，寻找文化碰
撞，激发创作灵感的采风课程。课程教学团队抱着教学改革
的尝试，召开多次教研会议后决定，把这次的采风课程与“扶

贫帮困”结合起来，以“文化下乡”的方式，用自己的专业
素养，去回馈社会，同时也去锻炼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大山里的非遗，从技艺角度出发，由于从业人员见得
较少，思维模式又单一化，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手作依赖
性让手艺从业人员失去了对材料的探索与认知，导致了手
艺发展呈现倒退的状况；从市场角度出发，由于山路颇远，
各种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信息不对称，那些偏远山区的手艺
人对真实的市场需求理解还是有极大的偏差。因此非遗手
艺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前提还是深入交流与产品转化。

教学活动的带队老师，同时也是本项目的主持人
范炜焱表示：“我倡导的设计理念一直是在尊重传统的
基础上，去其形，取其意。”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积累
中，百花齐放的工艺门类，千变万化的表现形态，很难
用一个具象的特征去描绘中国的博大精深。但中国留
给世界生生不息，神秘又具活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贯穿
在所有的物像载体之中。所以这次酉阳非遗再设计的

取舍要点还是取其文化精神，活化手艺用途。比如这次有一
个系列作品，提取了酉阳非遗柚子龟的精神寓意，把收纳种
族火种，象征长命百岁的柚子龟及苗绣经典纹样，通过苗族
银饰锻造技艺和苗绣技艺的结合，设计制作出一系列形制简
约时尚却又千变万化的首饰系列作品。
这次日常的教学活动，意外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帮扶善举，

教学团队也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的关注与点赞，在 "#!%年 !!

月 "$日苏州市政府主办的“"#!%苏州国际设计周”上亮相的
采风帮扶教学成果，一举拿下“最佳非遗创新设计”这样一个奖
项。这次教学成果，全体成员走访了重庆酉阳当地的四项非遗
技艺，制作了 %个系列 )!件日用产品单品。含括了家具、家居、
服饰、诞生礼、户外用品、旅行用品、服饰、生态农产品再造。这
次成果的亮点是品类丰富且系列之间能自成系统，各大系列能
深入浅出的表现出手艺之美，又能贴近民众，与日用和谐共生。

通过这次深入的探索，可以发现扶贫不能仅仅是财力或物
力上的帮助，“精准扶贫”如果仅是物质上的帮助，谈不上手艺兴
乡的可持续性发展。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上的贫困更可怕，“精准
扶贫”一定要带上“文化扶贫”，要从根源上唤起手艺人的自信心。
以此为基础，配备相关财力支持，让财力与文化双腿走路，加上高
校产学研结合，设计转化，再进行科学合理的商业运用，形成“政
产学研商”发展“精准扶贫”新思路。通过设计定义非遗手艺重返
“日用之道”，同时也反哺非遗艺人，达到有效传承非遗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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