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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

杂谈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出口创汇，原轻工
业部等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批传统工艺美术
从业企业，开发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出口定制
型工艺美术品推向海外。当时，这些流向海
外的工艺品成为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而在
这些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中，尤其是陶瓷、丝
绸等大类中，有一部分经过手工艺人的巧思
设计，或者由具有现代学院教育经历的设计
师、艺术家参与制作，与传统的工艺美术品
有较大区别。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一系列
产品和当时面向国内的“工艺革新”产品，可
以看做是文创的雏形。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与国内经济环境
的变化，特别是国家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和旅游业的不断重视，以博物馆全面免费开
放为标志，人们对文化享受的需求进入高速
增长期。伴随着人们大量涌入博物馆参观，
博物馆参观群体多样性增加，多层次文化消
费需求快速增长，产品纯粹工艺美术价值的

消解与产品功能性、娱乐性
不断提升，中国文创产品风
格逐渐成型。博物馆文创产
品以亲民低价的定位策略为
主导，材质由原来的瓷器、玉
器、青铜器等为主拓展到更
多品类，形成了包括文具、家
居、服饰、书籍和生活日用品
等在内的完整且丰富的商品

结构。这一时期的文创仍以简单的“亮宝
式”为主，即以复制、仿制等形式表现，缺乏
对博物馆藏品自身独特性的提炼和创意设
计开发，产品局限于功能性产品，趋同化现
象明显。

近年来，文创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进
一步凸显，全国范围内的文博场馆及相关文
化企业兴起文创设计热潮。2016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
的通知》发布；当年 10 月国家文物局发布

《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在利
好政策推动下，业界进一步加大文创发展探
索力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文创不
断拓展边界，这包括持续探索文创 IP 化运
作，重视儿童文创产品开发、探索以VR技
术为代表的“文化+科技”模式等。

2019 年 5 月，国家文物局公布《博物馆
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
引》后，博物馆馆藏资源IP授权进一步盘活

文物资源，推动了博物馆逐步开放共享文物
资源信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线
上文化消费驶入快车道，包括以被授权的文
物、非遗等为创作元素的表情包、小游戏在
内的数字化文创产品竞相涌现，以“考古盲
盒”“文创盲盒”为代表的“文化+潮玩”受到
年轻用户的追捧，更多跨界融合的新玩法正
成为文创“出圈”的推手，推开了文创新未来
的大门，进一步拓宽了文化遗产更好“活”起
来的路径。

（来源：中国文化报）

跨界融合，博物馆文创迎新未来

近期，此前因抄袭剽窃被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的两名影视从业者，以导师与特邀
嘉宾的身份活跃在荧屏之上，在节目中对
选手进行非专业的指导，引起了舆论的轩
然大波。大众除了对这两位艺人之前抄
袭拒不道歉的态度感到不齿，更对他们在
几档综艺节目中的出位言行嗤之以鼻。
在角色竞演综艺节目中，两人挑选演员时
与资深演员、导演等其他导师的标准格格
不入。一个喜欢颜值，明明说好依据演技
实力决定演员分级，遇到零基础的高颜值
小鲜肉却瞬间转变了态度；一个钟爱流
量，宣称自己“从来都是只重演技，不用流
量”，实际上却说一套做一套。

两人的行为不仅引发了网友吐槽，也
遭到了业界同行的抵制。日前，156名影
视从业者联合签署了《抄袭剽窃者不应成
为榜样！——部分影视从业者致媒体公
开信》。信中指出：“有抄袭劣迹的编剧、
导演以节目导师、嘉宾的面目出现，在节
目内外进行话题炒作，以此追逐点击率、
收视率，博人眼球。”此信一出，再次在网
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将这两位有抄袭前科
的“导师”频频送上热搜，也让156名影视

从业者集体抵制的行为演变成了一个文
化事件。其实，这些影视从业者不光对这
两位抄袭者在节目中当导师的设置有一
肚子意见，还对平台在选人用人方面不谨
慎的问题提出质疑。吸毒嫖娼、偷税漏税
的艺人受到了严惩，一些有道德问题的艺
人也被限制出镜，为什么有剽窃抄袭行为
的人，反而被资本和平台追逐，在导师和
行业精英人士的位置上泰然自若？毋庸
置疑，话题和流量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选秀竞技类综艺节目的导师，即便不
是业界德高望重的泰斗，起码也应该是兼
具业务水平和职业操守的行业精英。然
而，在资本的裹挟下，流量成为衡量作品
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话题度则变成助力
作品获得流量的一大法宝。一些节目在
播出期，费尽心思制造话题，花大价钱买
微博热搜，以维护数据表面的光鲜。在这
种思路的指导下，行业标准可以一再降
低，抄袭者凭借自身的流量和争议，成为
综艺节目里的红人，获得了与业界著名导
演等平起平坐的地位。在平台方和资本
方的眼中，抄袭者身上不光彩的“污点”，
反而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关注点。为了蹭
热度，创作者不惜代价地炒作抄袭者的各
种不当言行，用“招骂”的方式换取流量、
收视成绩乃至经济效益。

抄袭者不只在综艺节目里是香饽
饽。近年来，他们在影视生产制作领域也
是混得风生水起。影视业在流量和资本
的裹挟下，出现泡沫化倾向。对于抄袭者
来说，行业泡沫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赖以生
存的土壤。他们努力迎合部分年轻观众，

为了满足其猎奇心理、拜金心态，在作品
中贩卖赤裸裸的欲望。在他们的身体力
行和推波助澜下，影视市场上涌现出大量

“宫斗”“架空”“甜宠”和“玛丽苏”等缺乏
精神内涵的产品，在观众尤其是青年群体
中产生了不良影响。此番，具有争议的抄
袭者光明正大地站在综艺节目的C位迅
速出圈，随便发表个言论就能在热搜榜上
挂几天，不但获得了流量和热度加持，还
能为自己的新作品融资。如此违背艺术
生产逻辑和影视行业规则的事情如果继
续下去，让那些认真敬业、致力于输出原
创作品却因话题度不够而得不到社会充
分关注的业内人士怎么想？

这种“审丑”行为应该及时被制止。
此次156位影视从业者联名发声，不只是
点名批评个人，更是担心行业风气会被少
数不务正业、投机取巧的行为带偏。建立
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呼吁更清朗的行业
风气，才是善莫大焉。莫让抄袭者当导
师，并不是要封杀他们。他们若能吃一堑
长一智，经此一役后，潜下心来，深耕创
作，用自己的真本事、硬实力打造出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或许还能重新
获得行业的信任和观众的认可。平台方
和资本方也应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不应
为追逐眼前的小利，而破坏市场秩序，阻
碍行业的健康发展。156名影视行业从业
人员的联名信，批评的是同行，抵制的是
平台，但他们更希望用共同发声的方式改
变鱼龙混杂的现状、用实际行动匡正影视
行业的风气，为文艺作品的高质量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

抄袭者被奉为导师，综艺节目的标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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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竹雕是流传于我省天
水市的一种传统手工艺术。竹
雕也称竹刻，是在竹制的器物
上雕刻多种装饰图案和文字，或
用竹根雕刻成各种陈设摆件。
天水竹雕因其样式精美造型独
特、考究，闻名遐迩。精湛的雕
刻技艺和不朽的艺术价值，充分
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
艺术创造力。属于我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天水市气候宜人，水质甘
美，物产富饶，素有陇上“小江
南”之称。树木丛生，产在天水
的或移植的竹子，因受气候影
响韧性很好，经得起多次弯曲、
打磨。这样的因素，使竹子雕
起来难度很大，而价值却不低
于牙雕角雕。文化名城天水的

竹雕艺术作品将雕刻工艺高浮雕、低浮雕、镂
空、圆雕融为一体，其造型之独特，品种之繁多，
在国内外属于罕见。竹雕艺术品收藏升值快，
需求量大，已成为艺术品收藏潮流的主导。具
有很高的观赏、文化、历史、社会价值。

天水竹雕分布范围广泛。19世纪80年代
以前，在徽县、两当、成县、西和、礼县等地，由于
森林覆盖率高，竹林密布，竹雕传统手工技艺在
此都有分布。1985年以后，天水实行县改市，竹
雕在甘谷、武山、清水、张家川、麦积均有分布，
特别在秦州区分布更加集中，在秦州西关、石马
坪一带分布较广，秦州的南路及西路的乡村也

常有零星的竹雕生产小作坊。
在天水市秦州区北宅子古民居内陈列着一

个长1.2米、高60厘米的竹雕巻箱，上面用高浮
雕手法雕刻的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令人惊
叹。这件作品就出自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雕传
承人吴云生之手。像清明上河图巻箱这样的大
型作品，吴云生制作完成需要耗时近三年。天
水竹雕不仅造型独特、品种繁多、体型硕大、不
干裂，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天水竹雕已有两
百多年历史，竹雕在图案造型上融入许多伏羲
始祖文化元素和天水当地历史人物原型，每一
件作品精心雕刻，没有重复，都是孤品。

天水竹雕的工序，第一是选料，也就是所谓
的选材。要进行竹层处理，软化材料。一件作
品整体造型的构思，局部工艺的构思，都要体现
它的造型美、艺术的精湛，浑然一体，才是一件
好的作品。第二是画工。画工必须突出重点，
以历史典故为基础，既要仿古，又要创新，抓住
重点，突出重点，才能达到现代人的收藏和观赏
水准。现代人接受的是一种具有美感的作品，
而不是一件丑陋的复制品。第三是描线。早期
是刷漆片，后来是一种用碳素笔画在竹子上，手
轻易抹不掉，因为所画的线是三维体的。第四
是分层雕琢。有几层腾几层，之后才能细雕，细
雕完进行初修，一遍比一遍要细。有时候一件
作品要修一个多月,因天气、光线的不同，所修的
表情不同。竹雕是把一维体变为三维体，使平
面化变为立体化，具有立体美。

（来源：陇上非遗）

大唐，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这个经
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人人称赞的盛世
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
有很高的成就。在王维的眼中它是“九天
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在杜牧笔
下它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
开。”在杜甫的记忆中它是“稻米流脂粟米
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大唐的印象是多样
的，即便经历了安史之乱，也有别样的美
延续着。

女子的服饰妆容，最能反映一个国家
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中国妆
束：大唐女儿行》是一本关于唐朝女性服
饰的图书，绘出了大唐女性盛世红妆的漫
长画卷，绮丽难言，气象万千。书里有李
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
浓”，有和凝的“玉腕重，金扼臂，淡梳妆”，
还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别样的风情。作者以考古发掘所见唐代
文物为基础，对照真实史料或出土文书中
的记载，以唐人的眼光重新解读当时唐朝
女性妆束的时尚。

书中时间跨度长，上溯至隋，下及五
代，以绮罗（衣）、琳琅（饰）、粉黛（妆容）、
髻鬟（发式）四篇，分别考证了近四百年间
不同历史阶段，在女性妆容、服饰、首饰上
的潮流演变。为力求接近历史原貌，作者
不仅参考唐代壁画，还翻阅史料，比照古
书古画特征进行样式复原，以出土原文物

做支撑，细碎如一钗一
环，均有出处，甚至关
于织物的纺造细节都
刻画入微，独具匠心，
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
到唐时风韵。

作者以历史为蓝
本，展示了唐朝的妆束
时尚，以数百幅插画和
图像，让读者能直观地
看到衣服式样以及发
饰妆容的演变史，此
外，还讲述了一衣一饰
背后的故事，如大唐宗
室贵女李倕的忠贞爱
情故事，杨贵妃令人叹
息的结局，金枝玉叶李
静训因为早夭得以免
落入皇室血腥斗争的
漩涡中……这些女子
的传奇经历，使读者能
够更富趣味性地了解
历史文化背景的同时，
认识唐朝服饰和首饰
对不同身份阶级的象
征，透视出唐代社会的
工 艺 水 平 和 审 美 品
位。千年历史，翻阅再
看，她们的装束及故
事，都令人深深着迷。

值得一提的是，本
书从服饰史的划分上，
将唐朝分为初唐、武则
天时代、盛唐、中唐、晚唐，还将武周时期
服饰变化单独列了出来。作为女性气质
和女性地位的外显，妆束的开放与含蓄，
深刻地被女性自我认同、女性社会地位所
影响和左右。于是，这段时期女性的妆束
秾丽大胆、自信从容，呈现出姿丰容艳、秀
色明丽的风貌。

书中还有一处别出心裁的设计，即每
个章节的开篇都引用了一则古文，比如谈
及红拂夜奔引用了《虬髯客传》、谈及贵妃
遗香囊引用了《旧唐书·杨贵妃传》，还有
聂隐奶抽刃引用了裴铏的《传奇》等等，这
些典故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更多趣味
性，进一步透过故事找寻唐朝遗风，以及
妆容服饰甚至考究的工艺等等。

唐代女子可以骑马穿胡服，还可以踢
蹴鞠。相较于其他封建社会，唐代女子受
压抑束缚较少，她们自由、奔放、活泼、勇
敢，她们的一身时尚展示着大唐的繁华世
相。我们常说美而不自知，但大唐女子对
美是非常有认知意识的，她的自信和对美
的趋之若鹜，即可一目了然。

总之，这是一本涵盖了大量史料的图
书，不仅能窥见大唐的女性之美，也能在
作者的笔下以书穿越，感受唐“潮”。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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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筱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甘
肃新媒体集团出品，新甘肃客户端、西北师
范大学传媒学院联合制作推出的大型系列
视频专栏《征程——红色甘肃 百年巨变》于
1月6日上线开播。与我们一起，回顾百年
足迹、共看百年风云。

甘肃100年的沧桑巨变，民族苦难是起
点，砥砺奋进是过程，全面小康是硕果。如
今的陇原大地，“苦甲天下”已不再，在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第一个百年向第二
个百年跨越的启程之年，甘肃背靠着过去
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全力准备迎接更加

夺目绚烂的曙光。
以光影重现历史，以镜头记录陇原。

大型系列专题视频栏目《征程——红色甘
肃 百年巨变》将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史料
挖掘、现场讲述，再现陇原人民在这片红色热
土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足迹，展现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在革命建设事
业中走过的艰难历程、取得的恢弘成就。

视频内容包括张一悟等共产党人早期
在甘肃的革命历程、红军在甘肃的长征故
事、“一五”计划在甘肃的实行情况、甘肃对
国家战略支柱型工程、南北两山绿化工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方面面。

（来源：每日甘肃网）

《征程——红色甘肃 百年巨变》献礼建党百年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御寒总是
需要棉衣或者棉被的，衣、棉被使得人们在
冬天不会被严寒侵扰。古人和现代人不同
的一点是，现代人家里有暖气等取暖设施，
所以现在人在家中一般不需要穿棉衣的。
但是古人并没有相对发达的取暖设施，即
便家有中烧有木炭，也需要身着棉衣来防
止冻伤。如今棉花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普
及的经济作物，但在古代，棉花在一定程度
上也算得上是奢侈品，甚至有些朝代都没
有办法去使用棉被。

据相关资料显示，宋朝以前便没有棉
被，那么那时的古人是如何抵御严冷的冬
天呢？宋朝之前没有棉被，那古人在冬季
怎么御寒？

为什么说宋朝之前没有棉衣、棉被
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是没有棉花的，《宋
史》中记载：“（棉花）宋元之间始传种于中
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
广通海舶，关陕通西域故也。”也就是说，棉
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直到宋朝时
期棉花才传入我国，而且一开始棉花只是

用来观赏，并没有普遍用来御寒。不过，宋
朝以前虽然没有棉被，但古人的智慧也是
不容小觑的，他们想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
御寒方法。

首先，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要穿衣
服的，睡觉的时候也是要盖被子的，而且在
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被子的雏形，叫作

“衾”。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布
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一句中
所提到的“布衾”就是指“布被子”。杜甫写
这首诗时只是秋天，还没到更为寒冷的冬
天，而且他居住的地方也是比较温暖的南
方，所以盖的只是布被子，而到冬天，杜甫
盖的被子就不是布被子了。

在古代，最好的御寒物品便是动物皮
毛了，如羊皮袄、狐裘。但这种东西太过昂
贵，普通人家根本用不起，所以到冬天时，
如杜甫一样的非富贵人家一般都会在被子
里加柳絮和芦花，虽然这样的保暖措施有
些差，但有胜于无。同样，古人的过冬衣物
中也会填充柳絮和芦花，明朝戏曲学家高
濂的《遵生八笺》中就描述了这一场景：“深
秋采芦花，装入布被中。”

除此之外，古人还会用干的稻草来铺
床，在此之前，他们一般会在天气好的时候
将干草拿出来晒太阳，等到晚上睡觉的时
候再铺到床上。这样一层厚厚的干草，既
能取暖，又能保暖，是古人过冬必备之物。
其实，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可怜身上衣
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便是当时普
通百姓的真实写照，所以古人最不愿意过
的就是冬天。因为冬天和夏天不一样，夏

天天太热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脱衣服的方
法来凉快，而想要平平安安地度过冬天，都
是一件难事。

事实上，对于古代的贵族阶级来说，一
般都不用担心过冬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很
多的方法御寒。他们会在屋里放一个炭火
盆，将火烧得旺旺的，然后穿上锦衾貂裘，
盖上羊毛被，以此取暖。但是炭火盆烧的
是木炭，木炭燃烧不冒烟，贫苦人家根本用
不起，而烧柴火又会冒烟，所以在西汉时
期，出现了火炕，这为古人平稳过冬提供了
很好的帮助。他们会将炕烧得热腾腾的，
以此安稳地度过寒冷的一夜又一夜。

明朝的时候，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天
偶然发现，堆在身上的棉花，让自己很暖
和。于是，朱元璋就先让身边的人试着做
了棉布。惊讶棉布的好用之余，朱元璋就
让全城的妇人都用棉花做棉布。从此之
后，棉花开始在我国被普及开了。后来，就
有了大家现在的棉服和棉衣了。

古风

宋朝之前没有棉被，古人如何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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