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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巷尾，露台河畔，好戏连台。在一年一度的乌镇戏剧节期间，走

进水乡乌镇，不仅能看到精彩纷呈的特邀剧目、青年竞演，还能在新市井

匠人集市上体验代代传承、令人震撼的非遗演出和文创产品。

听，一阵曲音悠扬——是民乐青年“小陈同学”融合二胡与国风爵士

迸发的妙音；看，令人目眩神迷——是非遗传承人陈尚和周正华父子带

来川剧的万千变化；忆，仿佛穿越时光——是非遗传承人魏生国以勺为

笔、以糖为墨，画出的时光记忆⋯⋯

时代在变化，非遗在发展，新老非遗人在时代巨浪中寻觅非遗发展

新路标。他们不仅在乌镇戏剧节这样带有先锋色彩的盛会“露脸”，还通

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花样“出圈”。当古老和新生相遇，文化薪火被全

新方式演绎和融合，实现绵延传承。

当“老手艺”遇上“新匠人”——

到乌镇戏剧节看非遗“潮”出圈
黄丽丽 徐子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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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加持
“被看见也是一种守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
的基因和血脉。

过去的非遗，总是被贴上“古老、
稀缺”的标签，听着“高大上”，实际却

“不接地气”。但是出身于糖画世家的
非遗传承人魏生国却将这项“老手艺”
玩出了“新花样”。

2016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魏生
国被侄女提醒：“好多人在快手上发视
频，画画的、捏面人的都有，您也可以

下载一个试试。”不懂拍摄更不懂剪辑，
他就直接支起一部手机，把糖画的制作
过程拍下来上传，并取名@魏国糖画。
没想到，发了3条作品，就引起了广泛关
注。

如今@魏国糖画已经在快手积累
了超 60 万粉丝关注，还吸引了 1000 多

名粉丝跟着一起学习做糖画。“我很高
兴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让越来越
多传统非遗手艺通过手机屏幕走进更
多人的日常生活。”魏生国说。

传承绝不是守旧，非遗手艺源于民

间，与更广泛的大众、尤其是年轻群
体连接，是非遗焕发新活力的必由之
路。

“拾光者计划”是一支彝族青少
年音乐组合，它起源于大凉山公益助
学项目的一个民歌兴趣班。2019 年
7 月 8 日，指导老师刘烨龙在“小乌力

拾光者计划”快手账号上传了一条作品
《凉山谣》，这条视频被播放 25 万次，收
获了 4000+点赞，并且 1 天就涨粉 1 万
多。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激励我们
做更多创新内容的尝试。比如歌曲的
重新编排，彝族的传统乐器如口弦、大
鼓等元素的融入，以此提高民歌的完整
度。”刘烨龙说，现在，“拾光者计划”的6
名成员已经被凉山美姑县文化馆认定
为四川凉山年龄最小的彝族民歌非遗
传承人，他们将继续在传承彝族民歌的
道路上走下去。

对于“拾光者”来说，非遗与直播、
短视频的融合，不仅拓宽了自己的创作
思路，也让传统艺术与新媒介之间碰撞
出了多彩的火花。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
视频平台上，集聚了一批致力于传承非
遗文化的“新市井匠人”。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10月，快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覆盖率为 97.9%，非遗视频总播放量
4688亿次，点赞量达109.5亿。

艺术无界，戏剧无边。作为领先的
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除了联合乌镇戏
剧节举办“新市井匠人集市”，快手还在

线上发起“新市井匠人·乌镇寻匠心”主
题活动，乌镇戏剧节期间，快手站内相
关作品播放量已达1.37亿次。

重归市井
非遗传承“路在前方”

匠人与匠心本就诞生于市井，最好
的归宿，自然是回归于市井。

乌镇戏剧节的新市井匠人集市，于
好吃、好玩、好看的体验中，上演的是跨
界的艺术融合——

在透明的戏剧小黑盒装置中，庄
子书画院副院长巩海涛，在百米画布
上书写非遗，为温婉的江南水乡献上
一番庄生晓梦迷蝴蝶；国乐能有多新
潮？唢呐演奏家陈力宝、刘西站与“浪
漫侗家七仙女”演绎新民乐，用宫商角
徵羽演绎古曲新韵；此外，还有“90 后”
非遗传承人“绣娘小雪（奇人匠心）”“独
竹漂女孩@杨柳”⋯⋯他们以有 1300
年历史的乌镇为舞台，刷新着人们对

“非遗”的新认知。
非遗要焕发新的活力，需要连接现

代生活。长时间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以家族式、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
承，效率低且面临着失传的风险。新时
代非遗有了更广阔的传承道路，如何利
用好新媒体也成了非遗匠人的一门功
课。

乌镇戏剧节期间，快手联合浙江省
旅游协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分会共
同举办了“让非遗重归市井，非遗匠人
文化传承与传播”研讨会，研究与探讨
如何让非遗更加贴近群众，破圈传承。

研讨会上，魏氏糖画第五代传承人
魏生国（@魏国糖画）、彝族非遗民歌乐
队发起人刘烨龙（@拾光者计划）、川剧
传承人周正华（@川剧男孩华华）等非
遗传承人分享了他们的经历故事。他
们共同的经验，是借助直播、短视频等
丰富多样的平台和形式，使非遗从“酒
香巷子深”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走上一
条跨界融合、健康发展的非遗传承道
路。

“在新媒体时代，川剧的传统内核
不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表现方式。”
周正华在研讨会上说，市场和传统文化
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至能很好地结
合。以川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只有获
得市场的认可，干这行的人有了出路，
学的人才会更多。

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副秘书长刘志军在研讨会上指出：保
护和传承非遗应该有更广泛的力量参
与，有更多创新的手段和模式。通过新
媒体实现非遗文化的“活”态展现，这种
创新性表达不仅要注重其外在传播形
式，更要抓住其文化内涵，深度挖掘非
遗背后的历史、故事和工匠精神，才能
拥有更持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当然，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需要以
快手为代表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的
响应和支持。今年，快手发起了“新市
井匠人”活动和“新市井匠人扶持计
划”，致力于为优质匠人提供更多曝光
和变现机会。

未来，快手将继续在营造保护非遗
文化良好氛围、扩大非遗传承人影响力等
方面发力，使原本遥远而疏离的非遗文化
得以更广泛传播，越过时空的束缚与人
们进行平等对话，实现代代流传。

（图片由快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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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重归市井，非遗
匠人文化传承与传播”研讨会

非遗创作者陈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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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不仅直接
关系着市民出行的便利度，也是城市治堵的
有效抓手。

近年来，嘉兴市重点开展以公交路权优
先和“互联网+公交”为主的品质提升工作。
去年 4 月，嘉兴市在全省率先实施市域公交
一体化改革，从政策保障、运营规范、线网系
统、票价体系、支付方式、场站建设、数字化应
用等方面，多维度、系统性地打造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区“金名片”，释放更大惠民红利。

嘉兴市积极推进公交专用道建设，市区
形成“四横五纵”全长86.75公里的专用道网
络，中心城区公交专用道设置率达19%。同

时，开展市区公交线网重构。在主城区出行
OD 分析平台基础上，结合有轨电车线网和
常规公交发展，在长三角（嘉兴）城乡建设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交通团队技术支撑下，编制
了《嘉兴市区常规公交线网重构方案》和年
度《嘉兴市区公交线网优化方案》，重点对走
向重复、折绕的公交线路进行优化，并依托
城市快速路、有轨电车、水上巴士等综合交
通布局，构建以有轨电车为骨干，常规公交
为基础，公共自行车、共享电单车、水上巴士
为辅助的多方式公共交通出行体系，打造

“快、干、支、微、特”多层次公交服务网络，提
高公交运行效力和公交吸引力。

为加强对公交运营服务体系的管理，嘉
兴市发布了全省首个市域公交地方标准《嘉
兴市域公交运营管理规范》，对市域公交的
运营机构、人员管理、线路设置、场站管理、
票价管理等 12 项内容 48 个指标进行统一
规定，使公交运营更标准、更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嘉兴市积极发展特色公
交(水上巴士)，开通环城河线、杭州塘线、新
滕塘线、苏州塘线 4 条水上巴士线路，为市
民带来全新的出行体验。今年 8 月起，推出
市本级常规公交、有轨电车、九水巴士通勤
线 5 小时内不限次数免费换乘政策，鼓励市
民选择多种绿色交通方式组合出行。此外，

嘉兴市还持续拓宽公共交通移动支付渠道，
推出数字公交卡，目前全市已办理 6.3 万张
数字公交卡，公交出行便捷性不断增强。

未来，嘉兴市将围绕沪嘉、杭嘉、嘉湖及
市域一体化等发展目标建设市域（郊）铁路，
加快构建中心城市至各县（市）快速轨道交
通网络，研究选择合理制式与周边毗邻地区
衔接，做好通道预留和沿线控制工作，提升
嘉兴与周边毗邻地区间的一体衔接水平。
同时，分年度实施市域公交一体化、两网协
同、快线提速、骨架提质、支线提效、微循环
构建和特色创新七大工程，构建层次分明、
结构合理、服务优质的公交体系。

把握“主动脉”治堵更便民
严佳璐 郭晨宇

图为嘉兴市水上巴士正驶过三塔公园 赵颖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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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餐 用 公 筷

学有礼
全 民 学 礼 仪

知 书 又 达 理

亲有礼
传 承 好 家 风

相 亲 又 相 爱

帮有礼
随 手 做 志 愿

邻 里 相 守 望

网有礼
上 网 要 节 制

传 播 正 能 量

乐有礼
文 明 伴 游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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