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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研培十年研培““上海模式上海模式””助力非遗从助力非遗从““守艺守艺””到到““创生创生””

十年前，“抢救性保护”

是萦绕在非遗领域的关键

词——技艺濒临失传，传承举

步维艰，前路忧虑重重。十年

后，非遗却以令人惊叹的姿态

焕发新生。它不再是博物馆里

的标本，而是化身时尚符号、打

卡热点，还催生出了“非遗达人”

“国潮”等新名词。

金江波坦言，这是他十年来

最直观的感受。非遗研培计划

作为关键引擎，推动保护工作实

现了从“抢救”到“全民自觉”的

跨越。

巨变的核心，在于对非遗生命

力的唤醒与再造。活态传承，让非

遗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与

生产实践。活性发展，则打破了

传承的壁垒，吸引设计师、高校师

生及所有热爱非遗的人共同参

与。非遗传承，不再是技艺的

简单摹写，更是文化认同的传

递与创新活力的激荡。今日

之非遗，已深度融入现代社

会的肌理——激活社区、扮

靓商圈、丰富校园，成为乡

村振兴的澎湃动力，也成

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的动人载体。

当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走进高校，带来的

远不止技艺的传递。

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

学院党委 副 书 记 张

雪青看来，十年研培

计划，是一场润物无

声 的“ 文 化 自 信 播

种”。非遗为高校思

政教育提供了鲜活场

景与丰厚滋养，学生与

传承人“结对子”、策划

家乡非遗故事、组织社

区开放日……文化自觉

如清泉，从大学生流向中

小学生，在代际间汩汩流

淌；民族自信在实践的沃土

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非遗研培，将原本需要

跋山涉水才能触及的田野资

源，直接‘端’到了高校师生面

前。”金江波这样表示。传统工艺

成为现代美术教育突破边界的珍

贵教材，非遗资源成为学术创新的

厚土与学科创新的活水。当师生直

面传承人炉火纯青的技艺与深邃智

慧，非遗便转化为激发创造力、培育人

才的宝贵养分。

在高等学府的沃土中，传统非遗

滋养着文化自信的种子，催生学科交

叉的繁花，更结出了创新转化的累累

硕果。十年非遗研培路，成就的正是

这样一场古老智慧与现代教育跨越时

空、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十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取得了哪些成绩？6
月13日，一个主题为“非遗正青春”的成
果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开幕，集中展示140余所研培计
划参与院校教师和学员的1000余件（套）
优秀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全面回顾和系
统呈现研培计划实施十年的经验成效。

其中，乡村振兴主题展区由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市公共艺术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金江波担任策展人。
在他看来，这是非遗研培“上海模式”成果
的一次集中展现。

“羌绣源于羌族民族服饰，装饰性强、
色彩明快，图案多呈几何状。我们的挑花
和纳花最有特色。”90后羌族刺绣州级代
表性传承人张居悦在家乡四川阿坝州理
县创办了羌绣专业合作社非遗工坊。创
业过程中，“羌绣如何真正活起来”的难
题，始终困扰着她。2015年，她参加了上
大的非遗研培，首次系统接触设计思维与
品牌理念。这让她意识到，非遗不仅要传
承，更要转化发展。到去年为止，她已经
带动了当地300多名藏羌妇女深度参与
羌族刺绣保护传承。

90后赤水竹编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
昌芹2022年成立非遗工坊后，吸纳了当
地108名村民就业，灵活就业人数3000多
人。她将传统的竹编图案与现代时尚元
素相结合，创新推出竹编水杯、茶具、手提
包等工艺品，工坊年收入约 2000 万元。

“这都离不开与高校的合作。”杨昌芹说。

2017年，她走进上海大学非遗研培课堂，
在这里学习产品设计、电商运营、品牌策
略等先进理念，再带回家乡，为乡村经济
注入了新活力。

两位年轻传承人的成长，背后是上大
十年“走出去、沉下去、扎下去”的探索。
位于宝山的上海市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
心一楼，宛如一个陈列馆：可爱的毛绒布
老虎拖鞋，精美的竹编灯，色彩艳丽的绒
绣手袋等，都是上大非遗研培班学员们的
作品。二楼专设的工作室，是创意的孵化
器。这里诞生的“样品”，回到乡村后，会
变成销往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产品。

作为全国首批参与高校，上大以上海
美术学院与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为依
托，迄今已承办了39期非遗研培班，培训
了全国1000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
校不仅传授“怎么做”，更致力于“怎么活”

“如何变”的时代命题。
“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是乡村振兴

最好的载体。”金江波说。实践中，上大将
非遗研培从教学拓展为产业孵化平台。
数据显示，参与上大研培的传承人返乡
后，平均带动就业数十人，部分项目年产
值突破百万元。目前，学校在全国设立
12个非遗工作站和实践基地，构建起高
校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融合
的长效机制。

当传承人从“守艺人”蜕变为“乡建
者”，当高校从“象牙塔”转型为“创新场”，
传统技艺在当代语境中涅槃重生，古老村
落于生态觉醒中焕发新生。

借助现代设计语言，传统非遗从“守艺”走向“创生”。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149 所院校，1400 余
期研培班，5.1万人次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受训；各省
区市200余所院校参与，受
益人群超20万人次……由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
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研修培训
计划，自 2015 年破土而
出，如今已走过十个年头。

在上海，10年间先后
有9所高校参与这一研培
计划。它们以青春的视
角与活力，探寻非遗保
护的创新路径，形成了
特色鲜明的非遗研培
“上海模式”，让古老技
艺在时代脉搏中焕发
“青春”光彩。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实习生 王馨怡
十年研培旅程中，许多年轻的传承

人从学员成长为导师。无论身份如何转
换，在他们心中，非遗研培始终是一场激
荡智慧的“共创”。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非遗展厅
中，一件提篮作品展示着“共创”的成
果。这件名为《竹画青蓝》的作品，由天
然湘妃竹编织成骨架，青花瓷板镶嵌其
间，竹纹斑驳与瓷面莹润相映成趣，仿佛
将流动的山水气韵凝固定格。设计者林
栋，曾是同济非遗研培项目第三期学员，
如今他已成为这一项目的青年教师。

原先只会做竹编设计的林栋，近年
来不断尝试将竹材与陶瓷、大漆、金属等
多种材料进行融合。研培班像一座桥，
让这些原本运用不同材料的“守艺人”相
遇，碰撞出材料交叉融合的可能性。

江苏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陈丽英，设计出一款曾在进博会亮相
的紫砂作品。通过同济大学非遗研培项
目，她首次尝试将旗袍的视觉语言融入紫
砂设计。“服装是软的、有流动感，而紫砂
是硬的、讲究结构。如何让壶体像旗袍一
样‘亭亭玉立’，其实特别有挑战性。”她感
悟道，研培带来的不仅是技艺精进，更是
对色彩美学、装饰逻辑与品牌思维的洗
礼。研培结束后，她走进高校开设紫砂非
遗课程，带出了100余位学生。

“起初我们的课程以‘单一材料+传

统技艺’为主，后来逐步转向以材料融
合、设计创新为核心的跨界融合模式，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互相赋能，诞生了更多
共创作品。”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善威告诉
记者。

2016年至今，同济已举办15期非
遗研培，涵盖木雕、漆艺、竹编、金属工艺
等多个领域，有433位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参与。近年来，研培班每期都围绕“二
十四节气”等主题展开创作，累计产出创
新作品430余件，并亮相进博会等国家
级展会。

年轻的同济教师赵世笺回忆起与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共创的过程，也觉得颇
具启发。“作为设计创意专业的老师，我
们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传统技艺；很多
传承人不了解现代设计调研和新技术工
具，我们会引导他们做市场调研、接触三
维建模甚至3D打印。”

如今，“非遗+设计”的语境已不仅仅
关乎“守艺”，而是在跨界碰撞中不断成
长。正如同济大学设计学学科带头人娄
永琪所言，当设计介入非遗传承，目标绝
非仅仅保存技艺本身。“‘非遗’两个字可
以有一种‘另类理解’——不要成为遗
产。”娄永琪说，唯有真正回归当下生活，
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非
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在非遗“返乡”振兴乡村的同时，立足
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非遗研培，还开辟了
一条“出海”航道。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的马
来西亚留学生蔡胜男，其融合仿银饰、刺
绣与蕾丝元素的先锋设计“终雪之夜”，亮
相今年上海时装周T台，未来将远赴欧洲
巡展。不同钩花的蕾丝花边，灵感源自苗
族服饰袖口领口的层叠纹样；布料上以锡
纸仿银缝制的乌鸦配饰，既吸纳异域文
化，又呼应了苗族等少数民族对银饰的青
睐。“接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后，他们漂亮
的银饰启发了我对材质重新进行创意融
合。”蔡胜男说。

去年9月，他与一位韩国留学生及两
位中国少数民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组成
小组，参与东华非遗研培班。学习中，他
不断从民族服饰结构中汲取灵感，尝试用
现代设计语言将其“拆解”重构。临近毕
业，他仍在探索如何将马来文化与中国非
遗元素结合，创作更具世界性的作品。

这正是东华大学首创的“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中外大学生”结对合作的研培新
模式。跨界交流与协同创造，已催生逾千
件作品，闪耀于国内外各大活动、展会及
时尚秀场。从中国传统服饰非遗作品欧
洲巡展，到融入非遗元素的纸艺华服惊艳
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
中外学子携手传承人，让中华技艺的华彩

绽放在世界舞台。
黔南州苗族服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陈青，经历两期东华研培后，从专注
展示本地盛装，转向将苗绣巧妙嫁接于包
袋、丝巾、帽饰等日常单品。她感觉“更懂
时尚了”，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之路愈走
愈宽。保留苗族“右衽”“单扣数”等传统
细节的同时，她用抽绳设计提升舒适度。
上海的学习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
作品同样拥有“出海”的潜力。

来自黔东南的蜡染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靳秀丽，首期研培后创办“出色东方”品
牌，并研发出国内首台“蜡染绘蜡设备”，
获国家专利。“以前一块丝巾要画一两个
星期，现在用设备大大降低了手工成本，
实现了标准化产业化。”她表示，品牌建设
与工具创新的思路，正是东华研培赋予她
的关键启发。

东华大学十年来开办了14期“传统
织染绣创意设计”研修班，培训学员300
余人，覆盖苗绣、侗绣、彝绣、布依族刺绣、
水族马尾绣、仡佬族刺绣、顾绣、上海绒
绣、三林刺绣、宋绣等10余个非遗项目。

“非遗的价值，不仅在于技艺传承，
更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
东华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徐玥
告诉记者，东华非遗研培的十年，正是中
国非遗走向世界、走进年轻一代生活的
十年。

从“守艺人”到“乡建者”蜕变

中外结对，非遗走向世界出海 跨界碰撞，激活无限可能共创

古老智慧与现代教育的
双向奔赴

传统织染绣
与当代生活
结合。

竹编与茶具
完美融合。

憨态可掬的
毛绒布老虎
拖鞋。

紫砂壶拥有
了旗袍的灵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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