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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浸润
每一个看故事的人

在台州仙居探访需要
35万针的针刺无骨花灯；
前往山东潍坊寻找流传
600多年的木版年画；展示
世界最老油纸伞的中式浪
漫……在一个个中国非遗
传播短视频里，厚重的文化
情感和历史情怀就这样浸
润着每一个看故事的人。
95后非遗传播博主用视频
讲述“好玩、时髦、有用、现
代化”的中国非遗，为守正
创新的非遗传播增添新的
青春故事。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

缘于求学时感知的非遗魅力
两分多钟的短视频，犹如一个微型

非遗宣传纪录片。随着视频播放，一个
个关于中国非遗技艺和非遗手艺人的
故事，徐徐展开。

非遗针刺无骨花灯的一张桑皮纸
需要经过72道工序，一个灯笼要手刺
几十万针才能完成；一把油纸伞经劈伞
骨、穿伞、糊纸和刷油等72道工序，历
经半个月的时间潜心制作；一生致力于
给古画做修复的手艺人，妙手修复让古
画重焕神韵……

这是一位95后女孩视频博主在小
红书上分享的有关非遗技艺的短视频，
用手中的镜头讲述中国非遗故事。有
意思的是，这位热情推广非遗传承的女
孩，在网上给自己起的绰号却叫“别传
承”，女孩说“因为我姓‘别’，拍摄的是
关于非遗的内容，所以选择这样一个ID
名，希望大家都能了解中国非遗，让中
国非遗传承下去。”原来，利用自己姓氏
的特殊性，制造一种反差效果，恰恰是
她在网络上更好地聚拢人气、调动年轻
粉丝对非遗产生兴趣的一种方式。

这位女孩与非遗有着特别的缘分，
在上海读设计专业研究生时，她的研究
生课题是关于海派非遗，通过结合嗅
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五感”，建立
一个体系向大家呈现非遗。毕业后，她
从事过时尚行业，在工作中也会接触到
非遗。“我想以一个好玩、时髦、有用和
现代化的方式呈现中国非遗。所谓有
用，是希望通过我的角度，将非遗和现
代接轨，让大家感受到非遗在日常生活
中的运用。大家的评论点赞和支持给
了我信心，网友们喜欢非遗，让我知道
做非遗传播视频这件事很有意义。”

计划呈现100项中国非遗
用视频拍摄非遗的过程，也让这位

视频博主不断地了解和热爱中国非
遗。“一个仙居针刺无骨花灯，需要针刺
多少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她前往浙
江台州拜访仙居针刺无骨花灯非遗传
承人，并在周边住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只为更好地了解、拍摄和展现这项素有

“中华第一灯”美称的非遗。
这项非遗的奇特之处在于整灯不

用一根骨架，只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
的纸片粘贴接合，再用绣花针刺出各种
花纹图案的纸片进行覆盖，该工艺源于
唐朝，在当地又被称为“唐灯”。在为非
遗手艺人拍摄照片的时候，她注意到对
方特意为此换上传统民俗服饰，“这位
手艺人已经80多岁了，做了60多年针
刺无骨花灯。在手艺人心中，仙居针刺
无骨花灯永远是美好和庄重的。”

联系这些非遗手艺人，并非一帆风
顺。她说，“最初没有粉丝时去联系还
是挺难的。真正放在心里且想做的事，
一定会有动力去努力争取，直到最终实
现。拍摄第二条余杭油纸伞时，余杭油
纸伞非遗传承人刘伟学老师没有因为
我是新人而区别对待，反而很支持我拍
摄，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信心，也坚
定了我将以自己的方式宣传100项中
国非遗的计划。到后期接触很多国家
级、省级的非遗老师，他们都非常愿意
分享和传播，也让我看到更多中国人内
心对文化自信的坚守。”

打造更具象的“中国非遗地图”
谈及未来愿景，这位95后视频博

主说，“带动和影响年轻人，才能给非遗
带来更多机遇。我希望再过几年，非遗
会更普遍，可能会是‘全民非遗’的状
态。每一项非遗都是一个人、一个行业
的体现，是时代的缩影。”在拍摄的过程
中，她也感受到很多人喜欢非遗，但没
有更多了解渠道。她希望她的非遗视
频能给大家绘制一个更具象的中华非
遗地图，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寻找自己
感兴趣的非遗，甚至成为非遗传承人。

在瞬息万变、资讯不断更新的年
代，中国非遗的魅力和手艺人的故事是
视频博主取之不竭的选题库。“以我拍
摄的中国传统年画为例，中国传统年画
分四大派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四
川绵竹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天津杨
柳青年画。选择山东年画的原因，是我
看了大量文献发现，山东年画诞生于明
末，兴盛于明清。山东潍坊木版年画是
全手工操作，具备‘颜色艳丽、构图完
整，造型夸张、寓意深刻’的特点，是最
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年画，也是我心中年
画之首。”

见识和思考得越多，她就越希望非
遗手艺被更多人知道，把非遗传承人的
产品向更多人推广。

Q：你觉得对于年轻人而言，非遗

的魅力是什么？相对于读研时偏学术

性研究非遗，如今拍摄非遗视频，让你

产生了哪些新变化？

A：非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
瑰宝。手艺人的故事让我们学习的不
仅是技艺，更是他们的美好品质。以
前读研时的学术化研究，更多是学术
普及，而现在的非遗拍摄更加生活化，
我能更深入了解手艺人与非遗之间的
故事，能更好地传承与宣传。

Q：拍摄非遗的过程中，有哪些让

你感到温馨的时刻？

A：其实每一个非遗视频的拍摄，
都有难忘或温馨的时刻。我记得在我
拍摄木版年画手艺人杨传峰老师时，他
们家有3个孩子，当我问及手艺传承
时，杨老师说他会给每个孩子提供培
养手艺的机会，带领他们去探索，最终
让孩子自己去感知。“因为真正的手艺
传承，首先需要热爱。我们手艺人，只
要有一口饭吃，就会把手艺坚持下去。”

用视频向年轻群体呈现时髦、有趣、有

用、现代化的中国非遗，在拍摄非遗手艺人的

过程中一步步靠近‘全民非遗’的内心愿景。

真正的手艺传承
首先需要热爱

我心中的
“国风”

[对话]

木版年画非遗图。

针刺无骨花灯非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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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非遗传播博主讲述“好玩、时髦、有用、现代化”的中国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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