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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山深处的手艺遇到现代珠宝设计

设计师们“捐赠创意”精准扶贫

设计师们将知识产权捐赠给贵州台江县，助力解决少数民族工艺技艺
创新设计短板问题。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摄

2019年11月19日，“星火燎原——鱼你相依”首饰设计大赛的颁奖典礼暨捐赠仪式在上海五角场合生汇
举行。本次参赛作品以“鱼文化”为主题，将当代设计结合非遗工艺进行首饰创作。经过4个月的角逐，112件
作品从全国千余件设计中脱颖而出。设计师们将知识产权捐赠给贵州台江县，助力解决少数民族工艺技艺创新
设计短板问题。大赛的发起人张佳慧，就是一位用设计从事精准扶贫的“锦鲤女孩”。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大赛自2019年7月3日启动，由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贵州省台江
县人民政府、上海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工艺
美术学会主办，分为“星火燎原——
鱼你相依”商业首饰设计组合和“星
火燎原——鱼你相依”艺术创作组两
个组别，3个多月来共收到来自全国
20个省份的千余件稿件，入围作品共
计112件。

“以前都在设计珠宝和钻石，这
是我第一次将非遗运用到珠首饰设
计中，从设计到成稿大概花费2个星
期的时间。过程中看了大量的非遗
素材，我愈发觉得中国设计师其实有
着得天独厚的文化基因，希望有朝一
日，我们的作品能让世界看到。”金奖
获得者，90后设计师施霁函这样告诉
记者。

在施霁函的设计稿《鱼隐·逍
遥》中，鱼儿的尾巴犹如流水，线条
流畅优美，鱼身则是由非遗中的点
翠来表现，代表着鱼儿与水相互交
融流淌，如同清澈的水面一般柔软，
又起着微微的波澜，带着苗疆山水
的灵气与秀丽。再过不久，它将和
同伴们一起，从上海游向贵州台江，
从车水马龙的都市游向静谧幽深的
苗寨。它将从苗族的能工巧匠手中

诞生，成为大山深处一尾金色的扶
贫“招财鱼”。

台江县的副县长吴金友看到这
么多优秀作品，不由感慨道：“我没想
到有那么多的人参加这个活动。整
整一千多份作品，这么好的社会氛
围，对于台江苗族文化走出大山帮了
个大忙。”

与此同时，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与贵州省台江县人
民政府在上海达成进一步合作意向，
双方将共同策划、组织非遗保护相关
活动，助力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战略。双方今后交流形式还包括师
资交流、技艺研发、产品设计、学生交
流、学历教育等。

据了解，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集聚了35个非遗品种，对每个品种
均建立由国家级、省市级工艺美术大
师或传承人领衔的大师工作室，涵盖
近200个非遗项目的核心工艺与流
程，占国家所有传统技艺及传统美术
非遗门类的四分之一，是全国传统手
工技艺类非遗保护品种最多的高校。

从“授人以鱼”到“鱼你相依”，这
些设计师们用一篇篇设计稿，绽放出
中华非遗工艺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新
时代的青年担当。

2016年暑假，刚从上海工艺美
术职业学院毕的张佳慧，在毕业旅行
时来到了台江，被当地秀美的风景和
精巧的工艺水平所深深折服。

工作后，她从事高级定制的设计工
作。她说在时尚界，欧美的品牌形象总
是深入人心。“说到四叶草，你会想到
梵克雅宝。说到豹子，你会想到卡地
亚。但是对中国的品牌呢？我们却没
有类似的概念。”她看到的东西都是中
国制造，不是中国设计，更不是中国品
牌。而她希望能有朝一日，将中国的
非遗做成属于中国自己的设计品牌。

这股“执念”让她创立了“鱼你相
依”非遗当代首饰品牌。在挖掘非遗
文化的过程中，她逐渐接触到了很多
技艺精湛却生活艰辛的手艺人。于
是，一个新的目标在脑海中浮现——
在树立中国非遗首饰品牌的同时，用
创意进行扶贫，让更多的苗族手艺人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时，他们忙着发展品牌，又要为

台江扶贫项目牵线合作，经常忙得连轴
转。甚至结婚后马上就奔赴苗寨，参加
帮助贫困户的扶贫培训。她笑着说：

“蜜月扶贫，听起来也挺了不起的。”
三年来，这位“锦鲤女孩”数次入

山，奔赴贵州黔东南台江县参与“千村
计划”文产扶贫培训项目，向来自施洞
镇岗党略、景洞坳、猫鼻岭等村的贫困
户开办文化产业扶贫班，传授传统银
饰、刺绣手工艺，累计培训了百余人。

2019 年 7 月 3 日，张佳慧发起
“星火燎原——鱼你相依”精准扶贫
的首饰设计大赛，得到上海工艺美院
与台江县人民政府的支持。张佳慧
说：“他们在大山深处，接触不到这些
新鲜的理念，现在我们将上海好的设
计、好的理念给到他们，在我看来，设
计理念就是最大的推动力。”

偏远山区的古老手艺
苗疆“非遗”走不出大山

蜜月变成扶贫游
设计理念就是最大的推动力

20多个省份千余件作品
文化扶贫生生不息

在贵州的东南部，有一个叫台江
的小县城，它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
被誉为“中国苗绣之乡”。台江民风
朴实、文化浓郁，苗族的人文景观保
存完好，有 9 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37个国家传统村落，是苗族文化
的集中地。

台江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更是
出类拔萃，是当地4项手工艺非遗项
目之一。苗族银饰的加工是苗族民
间独有的锻制技艺，自古以来都是在
家庭作坊中代代流传下来的。银饰
的式样和构造经过了匠师的精心设
计，工艺流程极其复杂，是一种古老
而原始的锻造工艺。

然而，苗族质朴精湛的手艺却面
临着难以走出大山的困境。台江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吴金友告诉青年报
记者，由于台江地处偏远山区，交通

不便，导致精巧的苗族文化也只能自
娱自乐，很难走向大众。“东西虽好，
但在当今社会，文化是需要碰撞才能
够焕发出色彩的，再古老的手艺也需
要现代气息的熏陶和创意的加持。”

如何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转化为
经济也是台江地区发展的一大难
题。在台江，寨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
打工了，留下的只有年迈的爷爷奶
奶。他们过着传统的苗族生活，在艰
苦的环境里做了一辈子的手工艺，尽
管现在年事已高，眼睛已经看不清
楚，他们还坚持戴老花镜，耐心地做
好每一份作品。

看着这些老人们用饱经沧桑的
手一针一线地缝着纹样，串着首饰，
一位刚毕业的设计师饱受触动，她就
是后来“鱼你相依”非遗当代首饰的
创始人，这座苗寨的“锦鲤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