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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艺的体温
民艺的复兴是不喧嚣不热闹的，它们像野草

和花，散落于世间的各个角落。而野百合也有春
天。它们萌芽，生长，开放，呈现出与工业流水线
完全不同的气质——没有所谓的标准流程，但姿
态各异，个性得令人过目难忘。现在，让我们走进
有民艺的地方，体会它的万般风情。

文 l 唐骋华    图 l 资料

“世界看见”
地点：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北京等

2009年，朱哲琴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了“世界看见”公益计划。该计划

以保护与发展民族音乐、民族手工业为工作重点。

为此，由朱哲琴亲自组建的亲善行动团队推出了“世界看见：1＋5民族文化传承

计划”。几年来，朱哲琴带领设计师、艺术家从南到北寻访民艺，包括内蒙马鞍、马头

琴制作，西藏山南尼木藏纸，藏香、藏式家具、贵州破线绣、红绣、锡绣、蜡染、苗银、

石桥造纸、青海热贡唐卡、加牙藏毯等。从中，设计师们吸收了不少灵感。

2013年，“世界看见：中国设计创造之旅”启动。他们邀请了几位共赴上海、扬

州、苏州、杭州、东阳，一路探访玉雕、漆器、剪纸、盆景、木板年画、苏绣、丝印、纸

扇、竹编等中国传统手工艺，试图将传统民族手工艺元素融入高品质当代化的设计

中。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看见”既是民艺产业的实践者，也打造了首个中国民艺

产业孵化平台——“看见民艺”。目前，该平台已拥有成功的原创产品案例，如“看

见·黑陶茶盘壹号”“看见·陶壶壹号”“看见·玉”等，正不断推动具体产品案例研

发，销售。

“碧山计划”
地点：安徽黟县

安徽黟县，距黄山风景区西南边30余公里，历史上属徽州地区，宏村、西递等古

村落均在其中，美丽、安静而有文化内涵。但被大多数游客忽略的是，一个囊括了传

统生活方式、民间手工艺、知识人重建家园的“碧山计划”，早就在这里悄悄展开。

艺术家欧宁和策展人左靖是这项计划的创始人与推手。

左靖，1970年生于安徽泾县，长期从事艺术展览，并致力于推动中国独立电

影。同时，他一直关心家乡，总想做点什么。2007年，左靖带着“厌倦城市生活”的欧

宁从合肥出发，一路来到皖南。当他们来到黟县碧山村，住进朋友郑小光、寒玉夫妇

的“猪栏酒吧”，不禁感叹：“原来老房子还可以修得这么好！”由此，左靖和欧宁发

现了一种新模式：通过艺术家的努力，让老房子、老手艺焕发新生。

2011年7月，身为安徽大学教师的左靖，在学校的支持下带领学生展开了“黟县

百工”的调研。调研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记录民艺的时令性、材料及制作流程；第

二，了解民艺对当地家庭经济状况有哪些影响；第三，民艺再生，探索民艺与当代设

计结合之路，使设计师介入民艺的工艺改进、设计创新及市场拓展中去。

经过两年多调研、七期田野调查，目前已搜集整理了89项民艺。如养蚕、榨油、黟

县小调、做火桶、打斗笠等。左靖说，“博物馆式”记录只是初步，还要请当代艺术家、

设计师融合。所谓“融合”，不止是艺术家从民艺中吸取养分，更要为民艺注入现代

元素，使它本身得到发展。著名服装设计师马可、“世界看见”的朱哲琴都造访过碧

山，前者还对黟县利源村的制麻工艺贡献了建议。

“黟县百工”的背后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设想——推行碧山计划，建构碧山共同

体。左靖说，民艺是切入口，但它不可能在乡村消亡、传统溃散的大环境下孤立地存

在。他们试图融日常生活、教育、民艺、节日庆典等为一体，将碧山打造成“乌托邦”。

竹编落地灯
几千年来，民间就用竹编

凉席、凉枕、扇、箩等生活日用

品；我国南方地区，逐渐形成富

有地方特点的竹编用具和手工

艺品，如安徽的舒席、四川的竹

丝扇和瓷胎竹编等。现在，用竹

条篾片编成的生活用具和观赏

陈设品都已迈入时尚家居的行

列，如塑料与竹编结合的创意纸

篓、或是造型别致的竹编落地

灯，都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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