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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子柒没有发布作品的三年里，她去了20多个省份，探访了百余位非遗传承人与文化工

作者。当她带着为奶奶精心打造的漆器衣柜重回大众视野时，再次赢得了全球网友的欢呼。

即便在她沉寂的日子里，评论区也依旧留下了各国文字，国内外网友的留言与等待从未间断。

2021年受访时，她感慨道：“很多非遗像极了垂暮老者，站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回望，就是那种无

力感。所以它需要被很多人看见，需要被很多人关注。”她早已成功做到了。

非遗曾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究其根源，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功能性被流水线产品所取

代，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也渐成附属。然而，随着审美意识的觉醒与对美的更高追求，非遗重

新获得了人们的认识与珍视。生活离不开美，而非遗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美的集中体现，它承

载着中国人的诗意生活与高远志趣。

记者有幸采访过数十位非遗传承人，对他们的精湛技艺深感敬佩，更被非遗传承在新时代

的自由氛围所打动。如今，非遗不再受家族、师徒传承的局限，而是向所有热爱者敞开大门。

老一辈传承人回忆往昔，常提及拜师之路的艰辛。比如，学徒需要在师傅身边打杂多年，而师

傅收徒后，也往往打马虎眼跳过一些关键步骤，让徒弟自行琢磨。这也可以理解，以前的非遗

技艺与“饭碗”息息相关，被后人彻底学去也就多了一个竞争者，因此徒弟只能想尽办法偷师。

而新一代传承人，则与非遗结缘于各种机缘巧合。有的是在少年宫上兴趣班时被非遗吸引，一

路坚持拜师成为自己的事业；有的是在30多岁时去社区文化中心上手工课时，被该辖区的非遗

传承人看中；有的甚至没有师傅，是通过自己的天赋与自学，成为代表性非遗传承人……

这些传承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乐于在社区、学校免费传授技艺，将非遗的种子撒向广袤

的生活。对于求学者的到来，他们大多愿意倾囊相授，至于学者能否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那

便是另一回事了。李子柒能遍访百位传承人，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一门复杂的技艺，既得

益于她的刻苦与悟性，也离不开当下非遗界开放包容的气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气之美。

【文/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制图/李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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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芦苇、砖头和办公空间

记者走进这个刚建成不久的联合

办公空间时，黄佩佩正忙着搬砖。这

个挽着袖口弯腰忙活的干练女人是联

合办公空间的主理人，而她手里的砖

则是用废弃秸秆制成的再生环保砖。

0606--0707 公共艺术与生活的无缝对话

南昌路上四个艺术空间联合开展，

以“文化艺术打造新社区”为主题，聚

焦打造南昌路“无界美术馆”。除了南

昌路312号这个小小的空间，137号、

139号和296号的展览也一同亮相，它

们均属于瑞金二路街道推出的“街区

伙伴计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