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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非遗如何转换成新生产力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有生活方式和特有的乡
村文明，传统沿袭下来的生活劳作所形成的技艺，成
为地方文化中固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时间的角
度来说它是手口相传、世代相承的；呈现在空间上它
则成为与地方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族群精神、社区情感、属地历
史、地域个性、人群气质、社团凝聚力和基层向心力
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它是活态的，并随人们生活
的改变而不断演化和发展。每一次重大生产力变革
和生产工具变迁，引发的生活方式巨大改变，都可能
使与过去生活习惯相依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
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向工业化时代的快速转变，近
现代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信息时代
的日新月异，是当今的历史大势。随之带来我们现代
的生活样式和劳作模式的转变，是传统内容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日益边缘化、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传承人群是推进当代
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何传承与保护非物质
文化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值得关注的一

项重要课题。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代代相传、口传心授的非遗传人理应成为现
代文明社会中的地方文化特色象征，成为现代精神
生活消费的内容。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生与人类
社会关系密切，它的弘扬与传播，往往能激发地方文
化的自信与地方文化的自豪感，更能成为地方文化
特有的价值载体。

羌族刺绣是羌族人自己创造的艺术，是农村妇
女在劳动间隙完成的民间工艺品，如何才能让面临
传承问题的羌绣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及传承？

张居悦是个普通的 !"后羌族姑娘，当她看到汶
川大地震后，很多绣娘为了重建家园，放下了熟悉的
彩线和麻布，投入其他工作，然而，收益却依然很少
时，只觉心急如焚。#"$%年 &月至 '月，幸运的张居
悦作为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
培训计划”培训班的年轻羌绣导师来到了上海。在上
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张居悦身体力行
地将最热情的民族文化，最纯粹的民族色彩和非遗
传承中的点点滴滴带给学员。学员也因此收获良多，
居悦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鼓舞。培训班结束后，传承人
张居悦将“地方重塑”的文化精神带回家乡，带动身
边的绣娘开了一个绣娘坊，一边创业，一边探寻羌绣
文化的创新之路，参与了很多省级、国家级博览会，
终于实现了将羌绣带出大山，让绣娘们能通过这门
世代相传的手工艺改善生活的愿望。张居悦的创新
创业之路让非遗传承在继承与转变之间寻求平衡，
在现代生活中找到了非遗存在的可能。

事实上，从其自身隶属的文化角度来看，非物质
文化遗产确实可以转换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无论

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特征来看，或者从现代商业消费的
观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有独特的文化商品价值
体系。其特有文化的形态，可使其更容易与属地的旅
游、文化体验的活动、社区的表演，以及文创衍生品相
结合，锻造出独特品质、承载属地文脉记忆与生活温
度的文化产品。无论从日本推行的“一村一品”、中国
台湾地区实践的“乡村营造”计划的实效来看，都是以
“地方重塑”的理念挖掘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地制
宜集聚地域文化资源，寻找符合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创
新方式和构建独具本土价值的文化资产，最终形成地
区文化生态。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成功是值得肯定
与推崇的地方重塑案例。这些成果也告诉我们，传承
的最好方式是如何更好地发展它，让它成为现代生活
的内容之一，融于文化消费的生态循环过程中。

公共艺术引领!地方重塑"

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
推波助澜，乡村社会接受“现代化”浪潮的洗礼。这场
空前的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迁徙运动带给人们的不
仅仅是城乡格局的变迁，更是一种文化生态的重塑。

以“地方重塑”的理念推动公共艺术介入当代乡

村建设，改善了乡村的公共环境，增强了当地村民的
社区意识、乡土观念，为乡村人民生活注入新鲜活
力。用公共艺术的特性营造乡村环境，增强了村落的
开放性，使村落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发生改变，促使乡
村人居环境向新的状态演化。

乡村复兴的受益者是当地居民，他们是地区改
造真正的收益者和传承者，也是实现地方重塑的内
在动力。而现实的情况是属地居民的自觉意识还远
未获得开发和解放，人们对艺术介入自我生活的现
象抱持一种观望、谨慎或者“娱乐”的心态，这就需要
参与者必须设计出一整套成熟的方案和机制，来激
发地方重塑的理想在当地居民心中实现自我生长。
其中重要的策略和主张就是对当地居民“艺术即生
活”这一自觉意识的唤醒和培养，启示他们重新去看
待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引导他们开始学会用艺术的
方式和思维来解决当地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实现
艺术改造生活，最后融于生活。通过现实的很多案例
可以发现，地方重塑面对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有限
的属地居民和年长的村民，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素

质，对地方重塑实施过程及结果缺乏充分的认识和
感受，也就难以据此转化出有效的艺术思维。可以
说，如果仅仅试图依靠使用者完全通过自我的主动
性去实现，是困难且充满挑战的。

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牵引，以此为媒介，更
有利于建立与当地农民群众的情感联系，更有利于
树立村民们的自我认同感，从而激发他们的自我能
动性，发挥主体作用。让他们在传承传统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接受新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树立起新的价值观
与生活方式，继而政府再给予积极的帮扶政策，专业
人士给予有力的艺术指导，共同创建舞台展示农民
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其能动性将会得以极大发
挥，并在继承过程中自觉为古老的文化遗产输入具
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注入新活力。这种政府引导下
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会从根本上使
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文化队伍和农民文化生活更加
兴旺发达。今日地方重塑的目的是通过行之有效的
创新机制建立，带给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从
而使重塑转向自我生长，从而获得长效的复兴之路。

当下中国倡导的“美丽乡村计划”，正是应对目
前乡村现状，乡村所经历的发展转型是当下中国千
百万县域经济发展的缩影。相对粗放的经济模式导
致发展的失衡，既破坏了自然生态，也割裂了历史文
脉。在国家倡导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的背景
下，拥有丰富历史遗存和深厚人文积淀的乡村，藉由
机制创新的保障，得以建立起集历史保护、优美环
境、人文风情于一体的产业良性发展格局。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主导的众多“美丽乡村计划”，

集合高校的知识力量和人才优势，协同艺术家、设计
师、创意工作者和年轻的艺术创客群体，长期为“地方
重塑—公共艺术计划”执行的一项社会知识服务工
程。在策划和规划的过程中，仔细研究地域、乡土文
化，反复推敲并逐项落实空间布局、景观规划、活动场
所和建筑设计，实现公共文化的价值。充分尊崇地方
重塑的理念与宗旨，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生产资源和自然资源，从中整理出有
助于提升地域知名度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提炼文化含
量。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
生性，以“活态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梳理现有
乡村的历史、文化、产业、人力等资源，挖掘和再现原
生态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浙江省玉环县山里村以“动
漫花谷”为主题的创意农业实践，还是德清筏头乡竹
编、竹扇的手工艺体验基地的建立，以及浙江大鹿岛
海岛艺术创客空间的营造，都为乡村业态注入了新的
元素，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地方重塑”是一项长期文化规划，更是一种“成

长”机制，让艺术家的努力和地方民众的积极性形成
合力，由表及里地渗透到区域的底层，真正触及地方
文化命脉，使之形成激活地方自我生长的动力。将公
共空间、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阐释紧密融合，体现
人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精神，从而实现公共文化的价
值理想，使“地方重塑”真正成为乡村复兴的必由之
路。（本文作者为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上

海创意设计师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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