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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

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
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
与大家分享，请与本版
联 系 ： qnbxiaoren-
wu@sohu.com

一想到非遗，可
能很多人会将它与

“过时、老套”等词汇
联系起来。但95后大学生刘昕昊和他的几位
小伙伴却热衷于推广非遗产品，并为它取了
一个好听的名字——“指尖非遗”。

本以为推广会一帆风顺，但当看到辛辛
苦苦推送的公众号文章阅读量始终徘徊在个
位数和两位数之间，刘昕昊知道，自己的非遗
推广之路任重而道远。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中
国传统艺术逐渐式微，慢慢
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连
传承都无法保证。”“中国有
很多传统文化，完全可以作
为生活方式。”

1997年出生的刘昕昊是上
海财经大学大一学生、创业学院
创新创业课程“匡时班”二期学
员，从小，他就有点偏科，其他科
目都中不溜秋，唯独对古文化感
兴趣，这些年来，他关注了不少
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还突发奇
想，待自己以后事业有成了，就
开设一个“非遗学院”，将传统文
化发扬光大。

刘昕昊的奶奶酷爱太极拳，
总是劝孙子和她一起打拳。在
家里，爷爷奶奶会放老家河北梆
子和京剧。上大学后，他选修了
一堂文化创意产业课，在老师的
带领下前往上海博物馆，欣赏陶
瓷、中国传统的茶道。

“现在国人的消遣娱乐方式
偏西式。说到周末干什么，部分
人喜欢听音乐剧、演唱会。但其
实中国有很多传统文化，完全可
以作为生活方式。”进入大学后
刘昕昊一直存了念想，希望做一
些推广传统文化的实事。

来到创业班后，他找到了三
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有两位是
自己的系友，还有一位名为郭力
戎的女生独自运营一个个人公
众号，平时爱写民谣歌手的故
事，也喜欢文艺。

“指尖非遗”是刘昕昊和三
位小伙伴参加第二届上海大学
生“汇创青春”互联网+文创——
创新创业大赛的项目名称。刘
昕昊表示，起初这个项目只是纸
上谈兵的空中阁楼，但渐渐地他
们希望让它落地。

“中国上下传承五千年，传
统经典不胜枚举，其中又以已经
登记在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刘昕昊
向记者介绍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现状：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非
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昆
曲、古琴、面塑艺术等都已被列
为世界非物质遗产。“国家积极
保护这些艺术，是因为我们看到
的是这些中国传统艺术逐渐式
微，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
至连传承都无法保证。而传统

艺术的衰落也显露着传统文化
的疲软。”

刘昕昊介绍说，很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都具有比较强的地域
性，如山西的面塑艺术等，都只
在其发祥地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而这些艺术在全国范围内
的知名度颇低。这也造成了每
种艺术都自成一派，人们对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整体性的认
识。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
在大范围推广的原因之一。此
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
及传承缺乏创新，仍局限于传统
框架中，与主流社会缺乏链接，
且缺乏与消费者的沟通渠道。

刘昕昊碰到的第一个非遗
项目属于近水楼台式的巧遇。
有一天，他前往国定东路上的创
业实训基地，在那里邂逅了马家
面塑传承人戚依平。戚老师捏
的面花惟妙惟肖，连裙子上的褶
子都清晰可见。

“我们能帮你做推广吗？”看着
稚气未脱的小刘，戚依平的第一反
应不是拒绝，而是欣然接受。

“爸妈虽然没有反对，
但感觉就像看小孩子在扮
家家，不觉得这个项目能成
功。周围其他同学，对非遗
没太多概念，也是抱着观望
的态度。”

很快，刘昕昊就邀请有过微
信公众号运营经验的郭力戎出
马，建设了“指尖非遗”公众
号。几位大学生的想法很简
单，“这是一款为了唤醒人们对
于传统文化的记忆、展销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艺术作品
为主运营的，集溯源经典、体验
经典、传承经典、经典博物馆等
功能为一体的平台。通过公众
号能将众多非遗项目最有效地
集合在一个平台上，也为消费者
与非遗传承人提供了便捷有效
的交流平台。”

今年3月，几位大学生满心
欢喜地为公众号选了好看的头
像，设计了“东西”、“体验”、“活
动”三个栏目，甚至还想好了非
遗推广的渠道：在线上售卖非遗
工艺品，也可接受私人订制，线
下可以开展小规模的传统课程，
进行校园非遗推广。与此同时，
通过公众号平台促成消费者与
传承人间的交流，在传统的框架

下注入潮流元素。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

感。初出茅庐的刘昕昊和小伙伴
们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味道。在
发布了第一第二个帖子后，除了
几位熟人略表心意贡献了几个阅
读量外，阅读量没有超过两位数，
最惨淡的一个帖子阅读量仅为9，
最多的也不过几十。目前，“指尖
非遗”处于停更状态。

刘昕昊并没有气馁，而是多
方打听，从周围找需求，意外打
听到商学院即将邀请外籍嘉宾
来财大做讲座，需要送给对方一
个特别的礼物。他毛遂自荐私
人订制的面塑肖像。没想到这
份特殊的礼物博得了嘉宾的赞
叹。“面塑肖像做工很精致，和3D
打印不同，各方面的细节都做得
很细腻。我们还曾将它作为礼
物送给校长。”刘昕昊说。

但这种模式并没有形成良
性机制，非遗产品推广有一单没
一单地做着。身边亲朋好友的
反应平平。“包括创业学院的老
师，都不看好我们的项目前景。
觉得非遗产品受众不多，学生推
广起来有难度。爸妈虽然没有
反对，但感觉就像看小孩子在扮
家家，不觉得这个项目能成功。
周围其他同学，对非遗没太多概
念，也是抱着观望的态度。”

刘昕昊开始反思之前的推
广模式，“我们的标题的确比较
平淡，不太能吸引公众的眼球。
在排版设计上不够精美。虽然
略有些失望，但低阅读量在我们
的意料之中。接下来，我们会精
简公众号的内容，偏重线下儿童
课程，吸引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
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马家面
塑。我们也在开会讨论，是否开

发一个网站，拍摄老师制作面塑
的视频，讲述非遗背后的故事。”

刘昕昊理想中的推广模式
包括，每日好物（精选一个非遗
物件的图片进行展示），每日知识
（介绍一个关于每日好物中的非
遗艺术小知识，如面塑的食用性
等，并附上购买链接），每日视频
（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表
演过程或是传承人采访，约四分
钟左右），每日文章（与现代文化
元素设计师或厂家合作，由其制
作推送贩卖自己的工艺类商
品）。“‘指尖非遗’除了在线上的
发展外，后期将发展线下文化艺
术园区。园区内将囊括最少二十
家非遗艺术，以实体艺术园区的
形式为到访者提供线下的丰富非
遗艺术体验平台，是集展示、体
验、购买为一体的平台。同时也
作为非遗传承人的集中工作室，
供不同艺术间彼此促进。”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动
漫，我可以把一些传统的东
西和现代结合在一起。譬
如我在做十二花神系列的
时候，就借鉴了热播剧《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里人物的
形态。”

对于这位小了自己28岁的
“小朋友”，马家面塑的传承人戚
依平是格外包容的，“大学生冲
劲比较足，知道很多新鲜事物，
我们则相对专注于非遗本身。
非遗的东西如果能和时尚结合
起来，就能很好地传承下去。其
实，面塑可以成为一种生活乐
趣。没必要像现在那么小众，我
希望通过他们的推广，把各种跨
界的元素结合起来，让马家面塑
走向大众。”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戚依平
却觉得自己依然能接受时尚的
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动漫，
我可以把一些传统的东西和现
代结合在一起。譬如我在做十
二花神系列的时候，就借鉴了热

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人
物的形态。”

这样的想法与1998年出生
的郭力戎不谋而合。对故宫淘
宝情有独钟的她也认同“非遗未
必就是过气”的观点。“虽然它和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那么贴
切，推广上有难度。很多人一想
到非遗就联想到老一套的东西，
不会和时尚联系起来。但我认
为，非遗未来能在现代生活中占
有一席之地。现代人生活节奏
太快，如果能静下心来体验非
遗，也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诠释，
这代表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倘若在产品中结合现代的元素，
以面塑为例，既可以做传统的四
大美女、京剧脸谱，也可以做卡
通动漫手办、明星面塑等，和当
今审美联系起来。”

郭力戎透露说，在遭遇挫折
后，她和刘昕昊等人还曾设想
过，打造一款非遗礼品自动贩卖
机，将其放置在机场，吸引国内
外游客。“除了马家面塑外，我们
还在通过中间人和草编、景泰蓝
等非遗项目洽谈。”

“非遗就和珍稀保护动物一
样，不少非遗后继乏人，手艺面
临灭绝。现在人们都在提匠人
精神，追求手工作品，因为这些
作品不光是物，更多的是凝结人
的感情。其实，将非遗产品商业
化，也是推广的一种方式。这也
是我们将这个项目取名‘指尖非
遗’的用意，指尖蕴藏手作的含
义，能成品的工艺品更容易推
广。”郭力戎说。

95后大学生致力于推广“指尖上的非遗”

“非遗产品也可以很潮很时髦”

▲刘昕昊想把非遗产品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做推广。
◀刘昕昊和他心爱的面塑。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