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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寻千”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确山打铁花的视频，有着 2000 多
万的点击量；“南翔不爱吃饭”在 40 摄
氏度高温下抽藕丝，做“一两黄金一两
泥”的龙泉印泥的视频，获得 110 多万
的点赞数；55 万多条留言评论“山白”
制作古法徽墨……这些惊人的数据并
非杜撰，其来源可能会让你觉得十分
意外，因为它们都是互联网上短视频
博主的真实流量。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
夕，抖音平台发布了《2024 非遗数据
报告》。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人传承
和传播非遗，“95 后”“00 后”成为生力
军；最爱看国家级非遗相关内容的则
是“00 后”和“60 后”。平台投稿量同比
增长最高的非遗 TOP10 关键词是漆
扇、簪花、马面裙、舞龙舞狮、龙舟、越
剧、打铁花……

其实，不用视频的数据分析和报
告，传统文化与非遗的热度，每一个
线 上 线 下 的 人 ，都 已 经 清 晰 感 受 到
了。古街巷里穿梭的是身着马面裙或
头戴簪花的漂亮小姐姐们；一票难求
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新编越剧

《新龙门客栈》；端午前登上网络热搜
的是龙舟“科目二”丝滑倒船入库。所
以，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在短视频领
域的“出圈”，并不让人意外，甚至是
预料之中。

而前文提到的“江寻千”“南翔不
爱吃饭”“山白”，都是网络上大名鼎鼎
的传统文化和非遗视频博主，以“复
刻”见长。“复刻”可以理解为重现经典
的意思。还有一些视频博主，本身就是
非遗传承人或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他
们用现代方式传承和演绎经典，也贡
献了不少流量话题。如“00 后”陕西汪
氏皮影第五代传承人党飞华用短视频
演绎迈克尔·杰克逊、擎天柱，让古老
技艺打破次元壁；美食博主范苏木，用
蛋糕和糖霜做出了甜品版的“千里江
山图”，令人眼界大开又食指大动；还
有艺术博主陈汉煜，为《清明上河图》
中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写小传，再将
故事绘制在木板上，栩栩如生。这些
视频博主以“精美复刻传统非遗”“探
访记录背后故事”“老手艺创造新工
艺”等多种传播形式，在互联网时代，
诠释着传统文化和古老非遗技艺的

“新故事”。
许多获得“超级流量”的“复刻”非

遗视频，内容精良，制作门槛较高，周
期跨度长。一个视频的制作时间需要
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来计量。如“山
白”制作古法徽墨的那条视频，从割漆
开始，历经炼烟、取烟、洗烟、阴干、和
胶、打墨等步骤，经历了上百次失败，

才终于成功，用时近 500 天。而这条不
到 6 分钟时长的短视频，推出后获赞
900万，播放量超 3亿次！

惊人数据的背后，是短视频博主
与受众的双向奔赴。一方是热爱传统
文化、喜欢非遗技艺的广大网友，一方
是用心“复刻”非遗、创新演绎传统文
化的博主们。他们在“复刻”非遗时，带
着满满的真诚与敬意，也向网友们传
递着这种敬意。

在博主“江寻千”的视频中，她去
拜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山打
铁花的代表性传承人杨建军，对方却
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劝说她不要学
打铁花。因为打铁花需要将 1600 摄氏
度的铁水洒向十几米的高空，再铺洒
下来，对女孩而言太过危险。但“江寻
千”坚持要学，她不仅说服了杨建军，
而且最终还学会了这项技艺。当她成
功打出铁花，向网友们展示那“漫天

华彩、遍地流金”的绚丽景象时，弹幕
瞬间被“泪目”刷屏。

还有博主“南翔不爱吃饭”，应网
友要求“复刻”出龙泉印泥。这种乾隆
皇帝的御用印泥冬不凝固夏不走油、
水浸不烂火烧留痕，要用到一项重要
材料藕丝，而一万斤的藕秆只能抽出
2 两的丝。他需要顶着 40 摄氏度的高
温穿着塑料连裤鞋下到藕塘里去抽
藕秆，再花费时间抽丝。“南翔不爱吃
饭”在“复刻”漆器时，因生漆过敏，面
部和全身红肿，不得不就医打点滴。
而他最终也克服困难，展示出龙泉印
泥的“火烧留痕”、古法漆盘的“漆黑
如墨与明亮如镜完美结合”。网友们
纷纷表示，“除了疯狂点赞转发，绝不
敢催更”。

这些视频博主虽然都拥有几十万
乃至几百万的粉丝，但粉丝们对他们
表达喜爱的最高方式，便是不敢“催

更”。这种不敢“催更”的背后，深层次
的心理动因是对非遗的敬意。因为网
友们知道，每一项非遗的制作都不是
一个容易的过程，里面蕴藏着先辈的
智慧与匠心，历经了时代与岁月的积
淀，需要花费足够的真心和时间才能

“复刻”，容不得敷衍。
越来越多的“95 后”“00 后”成为

非遗传承和传播生力军，这是大家喜
闻乐见的，也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佳
音。因为唯有当传统文化有了具象化
活态化的呈现，保护与传承才能有更
多的可能。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共有各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囿于特定的
使用场景与文化语境，一些非遗的保
护与传承面临困境。通过短视频的创
作、演绎与传播，非遗原先那些特定的
使用场景与文化语境被打破。非遗叙
事形式从平面化图像变成立体化故
事，结合精美的画面、节奏感十足的配
乐，非遗变得可感可及可互动、又萌又
潮又有趣。古老的技艺仿佛一下子有
了生命力，有了鲜活灵动的面貌。更重
要的是，非遗中的匠心精神与中式审
美，在短短几分钟的短视频里被集中
展示，仿佛一下子击中了我们内心共
通的文化血脉，引发强烈的共鸣。相信
每一个观看视频的人，都能感受到胸
中那种自豪与自信激荡的振动。

非遗短视频的走红，让古老与现
代 、传 统 与 创 新 之 间 有 了 对 话 与 链
接，让保护与传承延展出更多途径。
当越来越多的非遗视频被制作、传播
时 ，也 意 味 着 会 有 更 多 的 人 看 见 非
遗。这种看见，就是一种保护。短视频
的算法助力，还能将同类内容推送给
可能感兴趣的目标受众，将原本孤立
的个体迅速链接，扩大爱好传统文化
与非遗的圈层群体，并推动相关文化
消费。因为对当代网友而言，他们表
达认可的方式，既可以是一键三连的
打赏，还可以是说走就走的打卡。于
是我们也看到了非遗内容热度高涨
之下的城市文旅热。有数据显示，在
赛龙舟视频收藏量同比增长 216%的
带 动 下 ，佛 山 酒 旅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131% ；在 簪 花 视 频 点 赞 量 同 比 增 长
2848%的带动下，泉州酒旅订单量同
比增长 110%……

短视频的“出圈”加持，正让非遗
从小众的技艺，转变为受欢迎的文化
潮流。我们乐于看到非遗短视频获得
高流量与众多粉丝，也期待能诞生更
多让人不敢“催更”的博主。他们可以
用更多创新的形式、精彩的内容去展
示博大精深的非遗技艺，推动非遗的
保护、传承与发展。

不“催更”是对非遗的致敬
□李 艳

“琅者，光彩艳丽，晶莹似玉；岐者，
如柱之山，峻茂之岭。”雄踞闽江入海口
的琅岐岛中部是丘陵，四周为平原，它三
面环江，东面与台湾海峡的马祖列岛相
望。腾空俯瞰，琅岐岛漂浮于盈盈江面之
上，恰似一块硕大的珠宝，在洪波映衬下
折射丰润透绿的光泽，叫人啧啧惊叹。

得周末闲暇，沿着沈海高速穿隧道、
跨桥梁，转亭江高速出口，便进入了琅岐
镇领地。

同样出生于海岛的我，对琅岐岛颇
为关注，尤其是岛上的凤窝村，它无疑是
琅岐这颗宝石里最为璀璨的一缕光芒，
关于它的故事与传说不在少数，单单一
个甘棠港就教人心神向往。

甘棠港就在凤窝村龟山对面，它开
辟于唐末乾宁年间，由王审知筹建、唐昭
宗赐号。建成之后的港口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吐纳四海物产、聚散五湖商贾，盛况
空前，一度成为闽东南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的商业港口之一。直至北宋末年，转为
衰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凤窝村烟台山上的金牌炮台在历史
长河中的威名不亚于甘棠港。该炮台是
由民族英雄林则徐主持修建，因其形势
险要，与隔江的连江县琯头镇的长门炮
台形成掎角之势，成为防守闽江口的第
一道要塞，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小的凤窝村地灵人杰，曾走出了
两位礼部尚书、一位兵部尚书；曾先后三
次迎来郑和下西洋船队来此休整、补给，
更有无数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聚集，
又从这里去往更辽远更宽广的地方。

村子里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两口宋
朝古井。移步井台，探身望之，井水清澈
见底，汩汩冒涌。掬一捧品味，只觉清凉
甘甜，润人心脾。

风雨多沧桑。在凤窝村，一代又一代
的村民从未停止垦拓，朴实勤劳是他们
亘古不变的秉性。其间他们有的走出村

庄、跨出海岛，有的带回了新想法、新见
解，有的则扎根故乡，将脚下的每寸土、
每寸地量了又量、翻了又翻、晒了又晒。

现在的凤窝村道路宽绰，整洁干净，
路两旁庭院别墅依规划而立，外表大相
径庭，院墙内的设计却各有巧思。且不说
装潢，单是那些绿植，或高挑或低伏，或
名贵或寻常，伴以假山、碎石、浅潭，郁郁
葱葱，生机盎然。难能可贵的是，大多院
门向内开敞，只管大胆参观拍照。若遇主
人，邀你坐下，当袅袅茶香腾起，凤窝村
的前世今生便如潮涌般激情澎湃、扑面
而来。

幸福的凤窝村人，有山有海有田园。
近几年，他们在山上开垦千亩油菜花、开
发旅游度假村，在田里大面积嫁接葡萄
树种，在海滩养虾养蟹养水鸭。久居城市
的人儿，可以在这里品宋井泉，尝枇杷
汁，摘美人指；可以在这里赶海，露营，追
斜阳，看日出。

当然，凤窝村的精妙远不止于此。单
看那保存完好的古树、古井、古民居、古
寺庙、古码头便可知，乡土情怀已然在这
里扎根，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凤凰于飞，梧桐是依。村子里青山
在、绿水在、乡愁在，根便也不会枯败，壮
硕成林，重又引来无数凤凰落巢也未可
知。

眼下时节，村中绿荫冉冉，花事阑
珊，风里透着丝丝香甜。伫立防洪堤坝
上，举目远眺，茫茫江面三两艘渔船往返
撒网，六七只鸥鸟斜着翅膀低空掠过。龟
山一左一右，一南一北，悠闲地匍匐着似
休眠状。偶尔有货船经过，不忍鸣笛打
扰，缓缓前行。

再远处，波浪起伏，涛声依旧。而近
在眼前的双龟山岿然，不动声色地面对
潮起潮落。粼粼江波之上琅岐双塔大桥
车来车往，叫人心旌摇动，莫名兴奋，心
口不由得腾起一股锐不可当的力量。

凤凰于飞 梧桐是依
□庄梅玲

“赛虎！”当我看完《战马奔腾》，脑
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竟然是这个词。
赛虎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一部电影中的
猎犬，这只聪明忠实的狗儿可真是打
动了当时所有孩子的心，没有哪个孩
子不向往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赛虎”。

《战 马 奔 腾》（福 建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2024 年 4 月出版）也会让孩子们梦想
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战马，骑着它，勇
敢地奔跑。

这是军旅作家林朝晖的第三部少
儿小说，与《寻找红军爸爸》《树上的小

英雄》一起，堪称他的“红色少儿小说
三部曲”。红色少儿小说作为一种特定
的类别小说，担负着对少年儿童红色
文化的熏陶、教育功能，主题基本是被
预设好的——少年的成长故事，对革
命认识从不成熟到成熟，艰苦奋斗，立
场坚定——阅读期待易于满足，但也
可能带来创作的“套路倦怠”。林朝晖
的红色少年小说，不可避免也会面临
这样的问题，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
翻出新调，每部红色小说都能出新，引
人入胜。《寻找红军爸爸》在设置悬念，
一路寻找的经历上做文章；《树上的小
英雄》创造了树上斗争的新方式；《战
马奔腾》关注到了一个特殊兵种——
小骑兵。

动 物 和 动 物 的 故 事 对 于 少 儿 天
然具有吸引力，孩子的天性与富有灵
性的动物之间仿佛互相“召唤”。《战
马奔腾》讲述的是，少年马前进和黑
虎是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他们后来分
别带着自己的爱马孤云和红玉加入
八路军，经历艰苦的训练和战场上的
生死考验，成为了不起的小骑兵的故
事。人与人，人与马，马与马，这三组
关系是作品的三条叙述线，错落地交
织在一起，组成现实浪漫主义的真幻
重奏。

人与人，主线是 16 岁的马前进和
黑虎，形成一组关系。两个人一同长
大，一样爱骑马，在一次比赛中，因为
一时之气而分裂离开。马前进加入了
八路军队伍，黑虎则入了土匪窝。两人
再次相遇时，终于冰释前嫌，在马前进
的带领下，黑虎也走上革命道路，两人
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人与人的关

系处理上，突出了友爱团结与目标坚
定的力量。

人与马，是全书的重点。马前进与
孤云，黑虎与红玉，两个少年与战马，
构成全篇的精神内核。骑兵的最高境
界是人马合一，两条命，一颗心，才能
夺取胜利。要达到这个境界，不仅要人
的努力，而且要有马的灵性。小说对人
与动物之间情感做了细致入微的推
进，读来很是感人。“黑虎经常把内心
的痛苦与迷茫说给红玉听，红玉静静
地听着，还时不时朝黑虎点点头。”“孤
云的勇气和智慧让马前进恢复了信
心。这一刻……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渗入肌肉。”

他们一起奔跑，一起战斗，同忧共
喜。“时间长了，马前进一眨眼，一举
手 ，一 颦 一 笑 ，都 能 与 孤 云 达 成 默
契。”“人马合一”是一个过程，是一次
次共同战斗积累生发的境界，小说写
出了变化的层次。“马前进总算明白
了，战争的残酷性有时生死就在一瞬
间。马前进感到庆幸的是孤云总能神
奇地让他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经历
让马前进对孤云有着无限的信任与理
解，与它的配合更加默契。”“马前进弓
着身子，伏在马背上，身子似与孤云合
成了一体。这一刻，他体会到人马合一
的感觉。”书中描写骑兵的战斗场面很
多，每一次都写得惊心动魄，又令人心
潮澎湃。

如 果 说 人 与 马 是 全 书 的 重 点 ，
那 么 马 与 马 ，则 是 这 部 作 品 耐 人 寻
味 的 隐 线 ，作 者 暗 藏 了 另 一 个 层 面
的故事，让作品有了童话般的幻感。

“当对横山的离世表示惋惜之后，孤

云 开 始 掉 头 ，黑 骏 似 乎 明 白 孤 云 的
所思所想，它也急忙转过头。两匹马
并驾齐驱载着主人向原先战斗的方
向 奔 去 。”这 已 经 是 书 的 尾 声 部 分 ，
读到此处，令人有些吃惊，战马之间
仿 佛 发 生 了 人 类 般 的 情 感 纠 葛 ，痛
苦、无奈、迷茫、困惑，最后作出坚定
的抉择。

所以，《战马奔腾》是可以读两遍
的，第一遍从人的视角，第二遍以马
的视角。孤云、红玉、黑骏等这些战马
也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们有情感、
选择，懂得悲喜、奋争、牺牲……这似
乎并不是作者开始写作时就有的打
算，更像是写着写着，作者自己被卷
入作品，不由自主所生发的情节。这
些笔墨看起来是浪漫的想象，但作者
真挚的情感爆发，令人又每每感觉这
动物之间的喜怒哀乐、所感所为，都
是真切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少年，
在情感表达方面还较粗放，战马之间
的这种童话般的细腻互动很好地补
充了这个欠缺，将战争的残酷更为巧
妙地展现。

战马在人们心目中，总有着几幅
剪影般的震撼画面，或奔跑，或嘶鸣，
或低首，没有比一匹战马在阵亡者身
边徘徊更显悲伤，没有比一匹战马仰
天长啸更为振奋……“一身傲骨的孤
云跑到高山之巅，面对天上朵朵彩霞
和脚下郁郁葱葱的森林，发出一声地
动山摇的长嘶。”《战马奔腾》让很多原
本留在人们脑海的定格画面，变成了
真实生动的叙事，两者相互呼应、叠
加，形成强烈的真幻感，也给人带来更
深的感动。

人与动物的真幻重奏
——读《战马奔腾》

□万小英

住在高层，房屋前又无高楼。临窗
而望，福州西湖的景象便入眼帘。福州
西湖作为城内湖系中的“老大”，已成胜
景，令人神往。我既占此良机，就攀西湖
为邻居。

西湖公园内风景秀美精致，移步换
景，我在窗台自是望不着这些精美的内
秀。西湖水色却藏不住，坦坦荡荡地展露
着。有这水于我而言就足够了，因我特别
喜欢也特别需要如此柔软的气象。缘起
住所周围都是硬邦邦的钢筋水泥，它们
茂密高耸的样子，压迫得令人感到窒息。
眼前这一道柔软的水色，无疑是一味绝
佳的解药，只看一眼，倏地就能让人心旷
神怡，朝气蓬勃。

大约是特别喜欢西湖这道水色的缘
故，一年四季中，我没有划分出喜欢程度
的一、二、三、四等级，保持着即见即喜、
即见即爱的状态。但也因特别喜欢它，有
时对它充满了忧心。

平日，西湖水色的变化不多，一味碧
绿。即使在冬天，依然如故。这色调在夏
天尤显浓郁，水面上的荷叶是水灵的绿
色，堤岸边的垂柳是柔曼的绿色，更深处
的桉树、榕树等乔木是厚重的绿色。这些
站立的、流淌的绿色就像无数条经纬线，
巧夺天工地织就了一大片绿幔，慷慨地
铺展在大地上，成了底色。缓缓流动的

水，让这片底色流淌起来。逶迤的湖岸仿
佛充满了磁性，拖得水流蜿蜒漂移，生出
了缥缈婀娜的姿态，无形中又孕育了一
股灵动之气，愈发可贵。

然而夏天里，雨季和台风总要光顾
福州。它们的到来从来不是“轻车简从”，
绝对是前呼后拥，大张旗鼓。不是那种

“雷声大雨点小”的虚张声势，而是以货
真价实的疾风骤雨来显示它的威力浩
大。每到台风登临的日子，我就开始忧心
西湖的水色会有变化。因为在狂风暴雨
中，西湖也会顿然失去那柔曼轻盈的身
姿和碧透清秀的光彩，仿佛一下子身心
俱疲，萎靡无力。

所幸，狂风骤雨过后，西湖碧透清秀
的神采总能回来。今年端午汛期，雨势来
得特别凶猛，雨期持续特别长，很令人担
忧。每当骤雨停歇，我就迫不及待地临窗
俯瞰，发现西湖之水呈现与过往一样的
碧透之色和柔软之态，舒坦松爽之情顿
时漫透周身。

远 亲 不 如 近 邻 。西 湖 这 个 邻 居 给
了 不 只 是 我 ，还 有 周 边 不 少 居 民 赏 心
悦 目 的 舒 适 感 。来 而 不 往 非 礼 也 。于
是，我坚持爱绿护绿，还要以“极简”的
生 活 方 式 生 活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垃 圾
产量，爱护环境，守护好这一抹柔软灵
动的水色。

一抹水色
□虬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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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非遗莆田打铁花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福州西湖水色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