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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如何让这一理想状态在我市

展开？“非遗圈”开始在各领域投

石问路。

投向产业的“问路石”率先砸

到了手拿绣花针的李惠莲。

2008 年初，千阳县南寨镇大

寨村，国家级非遗项目西秦刺绣代

表性传承人李惠莲正在炕头绣花，

对面坐着的村党支部书记劝说着：

“你的绣活这么好，要把合作社开

起来，肯定不愁卖，到时候带动周

围妇女也能跟着你挣点钱。”

李惠莲犹豫地说：“我只会绣

花，其他啥都不会呀。”

村支书拍着胸脯说：“你不操

心，你只管教大家绣花，剩下的交

给我们。”

不到一个月，名为千阳县太阳

鸟工艺品专业合作社顺利注册，营

业执照、合作社公章、税务登记证

等手续交到了李惠莲手里。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虎头帽闪亮登场，随后奥运冠

军谷爱凌头戴虎头帽在社交平台

上高调晒图，让这顶来自千阳的虎

头帽迅速“出圈”，也让太阳鸟工艺

品专业合作社迎来了高光时刻。

拿着厚厚一沓订单，李惠莲体

会到了一把“痛并快乐着”，快乐的

是订单很多、能挣钱，痛苦的是订单

很多、做不出来。纷至沓来的订单逼

着李惠莲走上了产业化的路子。

花 样 裁 剪、沿 边、老 虎 五

官……她把一顶虎头帽拆分成 10

道工序，把合作社里的绣娘分成

10 组，每组只做一道工序，流水线

作业既保证了质量，又保证了速

度。去年，仅虎头帽的销售额就有

100 多万元，带动周边 1000 余名

村民增收。李惠莲说：“现在还没

有出伏天，冬天虎头帽的订单已经

来了，从 7 月份开始，我们已经一

边发货一边囤货，要不然到 10 月

份订单集中，就做不出来了。”

在千阳县，像太阳鸟这样的西

秦刺绣合作社在许多村子都有。去

年，千阳县刺绣产业产值达 8600

万元，1.2 万多名绣娘用绣花针

实现了人均增收 3500 元。

岐山“一碗面”产业、凤翔泥塑

产业、眉县古太酒非遗产业、陇县

陇州社火产业……非遗投向产业

的一块块“试金石”，成就了一个个

遍布各县区的国家级、省级非遗生

产性保护基地，成为深挖非遗经济

价值的“聚宝盆”。

另一块投入文化旅游业的

“问路石”，在西府老街、在陈仓老

街……在各个景点、街区激起层层

涟漪。

开发太平塔文化旅游街区的

马培军对此颇有信心。太平塔文化

旅游街区充满古韵悠悠的气质，一

方面来自街区内宋代古塔太平塔，

另一方面来自同样有历史记忆、吸

引眼球的非遗。岐山擀面皮制作技

艺、臊子面制作技艺、农家醋制作

技艺、岐山剪纸、泥塑和青铜器复

仿制技艺以及岐伯传说等 7 个非

遗项目的展厅和传习所，成为这个

省级非遗特色示范街区的闪光点。

马培军说：“全国各地仿古街

区那么多，要引流、要挣钱，就要想

方设法从众多街区中脱颖而出，做

到人无我有。而非遗正是最好的切

入点。所以从规划建设之初，我们

就把本地非遗纳入其中，并且定期

举行转鼓、秦腔等非遗表演，以非

遗来提升街区的附加值。”

驱车数百公里来这里游玩的河

南游客范智峰赞叹道：“我和孩子对

历史非常感兴趣，特别是看了央视的

《非遗里的中国》，对青铜器复制非常

好奇，从网上查到这个街区可以体

验，我们专门来到这里，想近距离了

解青铜器复仿制技艺。这里的街区还

能购买到各种各样代表地方特色文

化的礼品，品尝正宗的臊子面、擀面

皮，让我们长见识，不虚此行。”

“现在这里已经是本地居民及

外地游客文化体验、休闲购物的打

卡地，日均客流量 1 万多人是保守

数字。逢年过节举行非遗展览、体

验活动的时候，游客量能增加到日

均 3万多人。”马培军说。

以非遗的文化效应、品牌效应

丰富街区特色，提升街区吸引力 ；

以街区发展反哺非遗，提高非遗的

社会能见度和知晓度，这不正是

“非遗+”的理想状态吗？

“非遗+”投出的“试金石”，浸

染了旅游产业、兴旺了乡村振兴、

提升了群众收入。据不完全统计，

全市非遗产业形成产值已超 107

亿元，实现利税约 33 亿元。“非遗

+”在新赛道上生机盎然。

老树新花
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非遗

的“点点微光”要想焕发“耀眼华

彩”，就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

人们生活方式转变趋势，主动求新

求变，实现新发展。

如何求新？怎么求变？是每

一位传承人想要非遗“活下来”“火

出圈”的必答题。

已经在这道必答题上书写出

漂亮答案的胡新明，面对着儿子胡

锦伟写出不一样的答案，一边欣慰

一边踌躇。

国家级非遗项目凤翔泥塑代

表性传承人胡新明，在国内民间工

艺领域无人不晓，一次次创新泥塑

模板，作品连续入选马年、羊年、猪

年生肖邮票主图案；一手创办的

新明民俗文化传承有限公司，是宝

鸡首个认定的凤翔泥塑规上企业。

一连串的成绩让老胡想把他的答

案给儿子抄，可儿子看后直指问题

要害 ：这样做泥塑的确不愁卖、卖

得快，但却很难“卖得值”。

“放弃普通件，抓住年轻人的

市场，走精品路线。”胡锦伟写出了

自己的答案。老胡欣慰孩子长大

了，有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在思考，

放弃普通件这个大市场，会不会捡

了芝麻丢了西瓜？

从小在泥塑堆里长大，常年耳

濡目染，再经过大学专业淬火，胡锦

伟了解凤翔泥塑制作、销售的渠渠

道道。他分析说：“六营村几乎全村

都在做泥塑，我们家是请专业师傅

做，一个普通泥塑从捏形到画线、上

色，工费就要18元。而村民大多是

自己做，劳动几乎不计入成本。和村

民在普通件上拼量，我们没有优势。

放弃这个市场，意味着我们就有更

多时间、精力来抓质量、出精品，走

中高端市场，也意味着一件泥塑能

挣更多钱。”

父子俩彻夜长谈、权衡利弊，最

终老胡、小胡一致决定“就这么干”。

去年，新明民俗文化传承有限公司全

面降低普通市场投入，加大精品市场

转型。经过一年试水，胡锦伟说：“销

量下来了，但收益却翻倍了。”

今年，胡锦伟紧盯年轻人喜

好，把丑萌风、国潮风引入设计中。

“我们专门针对年轻人设计了萌宠

十二生肖，在原有凤翔泥塑的设计

中加入更多萌态化元素，让各款生

肖泥塑更显Q 版、可爱，年轻人会

更喜爱。”胡锦伟说，今年截至 7 月

底，已经通过线下和其他营销渠道

发出去 1.3 万件萌宠生肖。

同样在做这道必答题的薛亚

兵，把非遗文创作为答案的核心。

放下手里正在创作的中国特

色旅游商品大赛参赛作品，薛亚兵

对记者说：“非遗的创新，关键是传

承内在的文化精髓和特点，不用拘

泥于载体，不墨守成规给人以‘老古

板’的印象，而是运用新观念与新技

术，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实现文化价

值，这样的创新才是成功的。”

薛亚兵拿起一款绘着社火脸

谱的天青色杯子说：“这可是我们

的爆款杯子，一上市就订单不断，

年销售 10 万个。设计这款杯子最

初的想法，就是想打破社火脸谱只

能绘制在马勺上的惯例，把非遗与

生活相结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

承。没想到这款杯子不仅获得了

2017 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

奖，市场接受度也非常高。”

在宝鸡社火博物馆一楼文创

产品展厅里，摆放着上百件非遗文

创产品，从乒乓球拍到碗盘杯盏，

从饰品背包到食物包装，每件产品

都非常实用，还极具非遗特色，前

来参观的游客鲜少空手离开。薛亚

兵告诉记者，他给自己提了一个小

小的“要求”：每年必须出一款包

含非遗特色的文创产品。

把这道必答题的答案融进舞

剧、写进戏剧、演进话剧，正是我市

文艺工作者独有的答题技巧。

5月 19日、20日，我市原创精

品剧目《面皮》首次登上国家最高级

别艺术舞台，纵观整部话剧，从皮影、

刺绣到泥塑、马勺脸谱，富有西府特

色的非遗贯穿始终，在舞台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市艺术剧院编剧张骥说：

“这部剧的初衷不是专门展示非遗，

但是非遗从来都是源于生活。把宝鸡

非遗融入剧目中的生活场景里，无形

中就把非遗展示宣传出去，不刻意、

不做作，让人自然而然就接受了。”

舞剧《青铜》，用优美的舞姿表

达着青铜文化的古老与华丽；戏曲

小品《妈妈的邀请函》，把凤翔泥塑

代表性传承人胡小红、韩建斌母子

真实故事搬上舞台；融入西府曲子

元素的曲艺《新猪倌》、展示岐山空

心挂面制作技艺及周礼文化的舞蹈

《一封挂面》等一批非遗剧目，让宝

鸡非遗这棵“老树”既发了“新芽”、

添了“生机”，更突显了“本色”。

每位传承人的作答虽然千差

万别，但都是匠心独运与非遗“双

向奔赴”的结果。

凤翔泥塑先后 3 次登上央视

春晚、元宵晚会舞台；展示宝鸡非

遗的文创产品夺得 2014、2015、

2017、2021 等年度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金奖；《面皮》《妈妈的邀

请函》等剧目，分别获得第十届陕

西省艺术节文华大奖、“群星奖”优

秀作品奖。

宝鸡非遗在传承人一次次守

正创新中更显历久弥新。

火树银花
“非遗+N”融入新场景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用来形容非遗融入新场景，实现非

遗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的提升再

恰当不过。

乘着“数字化”的风，非遗保护

热火朝天。

打开抖音账号“西府风物”，除

了耳熟能详的凤翔泥塑、木版年

画、西秦刺绣等非遗项目，还有鲜

为人知的渭滨区大漆髹饰技艺、陈

仓古式家具制作技艺、千阳柳编制

作技艺、太白棉絮画等非遗项目的

宣传短视频。经营这个抖音账号的

唐宏民，从 2022 年开始做宝鸡地

区非遗项目的记录和展示。他说：

“我想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把大家

熟知的、不熟知的非遗技艺拍摄下

来，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出去，让

更多人记住非遗、了解宝鸡。”

“秦琼坐帐前，众将站两边，

可恨北番儿大胆，无故领兵夺中

原……”今年已83岁的西府曲子省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权面对镜

头，一边拨着三弦，一边娓娓道来。

这位被誉为西府曲子“活化石”的老

人，最担心的就是曲目、唱腔失传，

他正通过歌声、动作，尽全力把这项

非遗的精髓留在影像中。这正是省级

抢救性记录项目的目的所在。参与拍

摄的王韦超说：“把这些积淀千年的

非遗项目抢救性记录下来，就相当于

把这颗种子封存起来，在以后合适的

时候，它可能重新发芽。”

或以数字手段为非遗“建档”，

或是通过数字转化丰富传统技艺的

展现方式，或以数字为桥梁推动非遗

“飞入寻常百姓家”，数字化为非遗融

入现代生活增加了更多“打开方式”。

乘着“研学游”的风，非遗传承

如火如荼。

“研学游”能带来人，非遗传承

需要新人，一拍即合的默契，让越

来越多的传承人重视“研学游”，

“研学游”也在吸引更多年轻人。

胡锦伟指着门庭若市的泥塑

展厅说：“现在一到学校放假，来

我们这里研学的大学生、中小学生

特别多，最多的一天，我们接待了

800 多名研学学生，其中还有中央

美院的学生。”年轻人手捏泥土、指

握彩笔，在一捏一画之中尽情体验

非遗魅力。

“周秦文化寻根”“西府乡村民

俗”“姜炎文化体验游”“民间社火

非遗研学游”……宝鸡力推的 8

条精品非遗研学旅游线路，让更多

人在实践中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知认同。

乘着各色“会展”的风，非遗发

展火花四射。

“政府搭台，非遗唱戏”在我市

屡见不鲜。把舞台搭在全国各地，

借着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陕西省关

中五市联盟非遗展演展示活动、宝

鸡非遗发展大会等各类会展的举

办，宝鸡非遗频频亮相。

不仅在国内，宝鸡非遗还一次

次在国外登台。青铜艺术成功走进

尼日利亚驻华使馆，社火脸谱精彩

亮相中国—中亚峰会，宝鸡社火赴

巴基斯坦等 20 多个国家交流，凤

翔木版年画、凤翔泥塑、西秦刺绣、

社火脸谱赴突尼斯、摩洛哥参加

2024“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让宝

鸡非遗走出国门，走上世界舞台。

以会展的展示和宣传，扩大影

响力、吸引客商、寻找项目，才是政

府积极搭台背后的正解。几乎每次

会展都会参与的薛亚兵说：“我们

每次带去的非遗文创产品都会销

售一空，还有不少订单是通过会展

打下了良好基础。”

“非遗+N”的多领域融合，已

经呈现出了 1+1 ＞ 2 的效果，之

后还会有更多的“非遗+”，融入各

个领域、场景中。

宝鸡的非遗，历经岁月的风霜，

依旧散发着灵动与鲜亮。如果你来到

这里，感受一下热辣滚烫的“宝鸡非

遗”，必定让你瞬间爱上这座城市。

寻个空闲，一起来宝鸡，体验

“非遗+”的魅力吧！

（二、三版照片由赵彬瑞、谢克
强、赵志华拍摄）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徐引娣在传习室创作剪纸龙

国家级非遗项目凤翔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
人邰立平女儿邰高媛展示木版年画作品

西府曲子省级非遗传承人赵权接受媒体采访 陈仓皮影非遗传人蔡宝军展示手工制作的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