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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技艺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的全部技艺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保存只是保护最起码

的内容。在日本 , 你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江户时代的歌

舞 , 同时也有他们改编过的精品创作。最好是就地发

展 , 像韩国的民俗村 , 贵州的生态博物馆模式等都是有

意义的尝试。

乌丙安

引汾公京 、民间义艺学家 、 刚标

民俗 于'宋协会汗 「最高资格会

, 、 【件宋 物 喷文化遗六保护

钧今东冬右二乍品上卜亚, 书厂受日务

询女喻特殊津贴

可以用简单的话来丰时舌您的民艺呱汽吗

核心就是 ”人 ” , 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的人 , 一是

民众 , 以当地老百姓为中心 , 家家户户都参与进来 , 从自

发到自觉 , 要习惯性去保护、珍爱 , 民间的艺术必须回归

到民间、二是传承人 , 师傅口口相传、亲手相教是民间艺

术的传承脉络 , 从老艺人到民间工艺大师都会认真选择徒

弟 , 但当下有一种普遍现象 , 有些传承人认为徒弟学会了

就会脱离师傅去赚更多的钱 , 抢了自己的饭碗 , 所以不愿

传授绝技 , 使得一批好的传统艺术面临消逝的危机。这就

涉及到国家要有相关的政策。三就是社会人 , 即社会力量

参与到保护的工作中来。主要是吸引社会资金来为保护作

贡献。比如我听说河北邯郸的一位企业家就投资几千万元

扶持了一个平调落子剧团 , 不仅打造出了精品剧目, 还配

备了演出设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们可以倡导企

业投入资金 , 或者借用社会资金去进行保护。

关于中国民艺 , 最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

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断裂成碎片 , 我

们现在应该做的是重拾碎片 , 把它们尽可能的保护起来 ,

而不是胡乱抓一点碎片就急忙利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如

何更科学、更好地去保护 , 而不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打

造 , 千万防止打着保护的旗帜进行最后一轮破坏。

我们要盯住所有的老艺人 , 盯住他们授徒 , 把他们

在民艺的考察 、挖掘 、保护和研究之路上 , 有哪

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故事

传统民间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市场的产物 , 所以

现代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其实也需要市场来推动 , 只是要把

握好一个度。我去过张家口的蔚县 , 它们的剪纸走市场就

走得很好。既有原汁原味儿的古法剪纸精品 , 也有中低档

的大众消费品。而且 , 我知道 , 有很多外国客商在北京一

下飞机就直奔蔚县去订购他们的剪纸。那里家家户户都在

做剪纸 , 有很多的手工作坊 , 在这里并不缺少后备力量 ,

有很多年轻人都加入到剪纸的队伍中来。而且他们都积极

地采用古法手工制作。蔚县的王老赏剪纸绝对是国宝 , 他

将音乐、地方戏剧、茶马古道等历史都融进了剪纸中 , 堪

称精品之精品。蔚县剪纸之所以能长久地存在发展 , 就是

因为他们保护得好。他们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有精品

的存在 , 它的产品分为高、 中、低三档占领市场。这说明

传统手工业要走向市场 , 一定要有精品 , 别做一些不值钱

的地摊货。走精品化的路子 , 才能走得更长远。

卜洲址习 几勾】 纬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