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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文娱

! ! ! !在夜空下，一群勇敢的小伙子赤膊光
脚，冲入了一片被烧得通红、火苗闪烁的
火炭之中，表演“闯火海”“踏火山”，他们
高歌狂舞，大声呐喊，动作粗犷有力，气势
不可阻挡……这是浙江被誉为“火炭上的
舞蹈”非遗项目“磐安炼火”（见上图）。近
日在央视国际频道开播的人文纪
录片《传承》第二季，将镜头对准
了一批华夏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讲述了非遗的文化传
承故事，吸引了荧屏前不少观众。

神奇令人赞叹
历史悠久、延续千年的“磐安

炼火”源自先民狩猎归来后围着
篝火狂欢的场面，以传递驱邪祈
福、求风调雨顺平安的美好愿望。
这种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体现了
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赴
汤蹈火、勇往直前的人文精神。在
这一非遗项目传承人陈有根老人
的带领下，!"多位小伙子在火堆
里舞之蹈之，欣喜不已。火舞者们
赤脚在通红的炭火上表演，竟然
不被烫伤，其勇气其神奇令人赞叹。

与“磐安炼火”一起亮相的非遗项目
还有：福建泉州少林武僧的“水上漂”功夫
（见下图）、成都川菜馆中吆喝吟唱的“鸣
堂技艺”、天山深处柯尔克孜族的“驯鹰”
绝技以及湖南芙蓉古镇土家族依山傍水
的吊脚楼建造技艺……
纪录片《传承》第二季延续第一季好口

碑的基础上，走向偏远边疆、走进古老乡
镇、深入深山老林、挖掘精彩的绝技绝活，
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寻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亮点，以致敬传承也在创新的“工匠
精神”。它以“江湖”“绝技”“德行”“师徒”
“心传”“流变”“家园”七个主题来展现历史
与现实的交接，表现中国非遗的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讴歌责任担当
《传承》以小切口来展现大智慧，以小

人物来呈现大文化。镜头对准了一个个看
似平凡普通的人物，却肩负着古老非遗传

承人的重任，他们身上传递出的责任担当
更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精神追求。

今年#$岁的“老堂倌”路明章是非遗“鸣
堂技艺”传承人。他在川菜馆中的引客、介绍、
吆喝、结算、送客等一整套鸣堂技艺，是他在
漫长跑堂的生涯中练就的绝唱，他的“吼堂”
“唱菜”等能把川菜唱得有滋有味，满堂生辉，
令人拍案称奇。为了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一
批年轻人认真地拜他为师。

泉州南少林寺武僧释理亮在
他 !%"米破纪录的绝活“水上漂”
中，人们看见的是他身轻如燕、踏
水而行、健步如飞；看不见的是他
奔跑苦练、气喘吁吁、数不清的翻
落水中……正是他的这种追逐梦
想、永不言败、数十年如一日的挑
战极限，使他练就了这一能还原武
侠小说的神奇轻功，行走江湖，令
人称绝。

传承不忘创新
《传承》记录了 %&位传承人的

精彩技艺和人生故事，再现濒临失传
的手艺绝活。这些非遗传承人有些一
辈子只练一门技艺，有的甚至为此从
未离开过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他们却都用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去践

行“传承”二字。正是他们的这份执着坚守，
使得千百年的古老技艺得以延续，使得这些
散落在神州各地的民间文化遗珠重现光芒，
薪火相传。但坚守不是保守，传承不忘创新。
如苗寨中苗绣手艺融合了现代元素走向了
国际舞台，家族中的打铜工艺顺应时代变化
寻求开拓市场，雪山中的滑雪板不再用于生
存狩猎而是变成了休闲娱乐项目……这种
传承精神其实更具现代意义。

纪录片《传承》不仅仅向观众介绍了
各地各具特色的非遗项目，而是聚焦了一
批有使命担当、有精神追求、有文化创新
的非遗传承者，并唤醒了人们对传统文化
如何融入当下的关注，激发了观众对中华
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本报记者 俞亮鑫

“火上蹈”
“水上漂”

! ! ! !央视纪录片!传
承"讲述非遗故事

! ! ! !如果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美术馆的展厅，你
会如何去布置这个空间？人民公园里的上海当代
艺术馆，邀请艺术家邱黯雄、邱加、石至莹和沈凌
昊来此大开脑洞。

人民公园里这个《!"""' 家》在展览期间，每
天都会有艺术家“回家”做客，在这块主要的表演
区朗诵诗歌、演奏乐器、表演行为艺术。
邱加木制构件把收集来的旧家具切割、装订、

粘连，让它们成为了一套中看不中用的“观念家
具”（见下图）。

沈凌昊作品《我是你的影子，也是你》在绿色
的墙体上使用了感光材料（见上图），观众靠近墙
面摆出各种动作，就会像相机曝光一样，将自己的
轮廓映射在墙面上，!"秒之后，印痕就消失殆尽
了。不少观众打开手电筒在墙面上挥洒自己的创
意……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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