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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淄博不可错过的网红打卡地是博
山的颜神古镇。初夏时节，我来这里体验，感
觉耳目一新。
  颜神镇是被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赞誉的三
大古镇（景芝镇、颜神镇、安平镇）之一，在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明确记载。我在颜神
古镇看到了以原生态古窑集群为特色的传统街
区，看到了颜神古镇非常重要的地方建筑符号
匣钵墙，看到了古窑场泥碾遗址，看到了琉璃
制作工艺表演。我饶有兴趣地看到了山东博山
陶瓷厂原址“第五车间”——— 1950 年建厂后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陶瓷厂，研制出全国第一
条58 米长的煤烧隧道窑。我还品尝了颜神镇

的美食，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什么呢？
缺的是对颜神镇根源和颜神镇文化名人的
展示。
  如众所知，博山古称颜神镇。为什么叫颜
神镇呢？查《博山县志》才知道，颜神在周朝
得名。“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
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殁而有神，故其地为颜
神”。到现在，博山还有颜文姜祠。始建于北
周，更新于唐天宝元年，宋熙宁八年扩建，清
康熙十一年增建。淄博的母亲河孝妇河的名
字，也来源于颜神。讲颜神镇，不能不讲颜文
姜，不能不讲孝妇河。
  离开颜神古镇，我拜谒了数公里外的颜文
姜祠，这座独特的古建筑，吸引了好多游客的
目光。大殿前有副对联引起了我的注意：“惊
天地感社稷莫大于孝，配江河揭日月至诚如
神”，落款是：“康熙庚戌年，饴山赵执信撰
并书”。哎呀，看到赵执信三个字，我眼前一

亮。我来到颜神镇，最想找的就是他了。
  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是颜神镇的文化
名人。此人是个神童，14 岁中秀才，17 岁中
举人，18 岁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春
风得意的赵执信，恃才傲物。洪昇的《长生
殿》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完成，轰动京城。康熙
二十八年八月，该剧再次上演，由赵执信发放
请柬，因佟皇后丧期未满，给事中黄六鸿以
“大不敬”弹劾（一说是黄没收到请柬，泄私
愤），康熙帝下令处置，洪昇等现场五十一人
被罢官、下狱、赶出京城。 28 岁的年轻进士
赵执信被罢官削籍，终身废置。屈复《弱水
集》有《赵大史秋谷》诗云“可怜一曲长生
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作为“长生殿”案件
的要犯，赵执信一生坎坷，充满传奇，故事多
多。学者张志坚先生认为《红楼梦》以春秋笔
法记录了“长生殿”冤案。“‘《长生殿》与
《桃花扇》’成一对‘鸳鸯姊妹篇’隐入《红

楼梦》。洪昇与孔尚任的证据都被脂批写入庚
辰本《红楼梦》。”赵执信参与没参与《红楼
梦》的写作？也成为一个悬念。
  我有《赵执信诗集笺注》上下卷，闲暇常
常翻看。赵执信是王渔洋的甥婿，但他们的文
学观不同；他与蒲松龄过从甚密，为蒲松龄题
写“磊轩”匾额。颜神镇人赵执信是个关联好
多文人故事的人。
  颜神古镇的打造，可圈可点，为景芝镇、
安平镇的打造提供了借鉴。但打造一个好的古
镇不容易，除了重视先人们各时期生产生活遗
留下来的各种风格的建筑，岁月慢慢累积形成
古镇特有的空间肌理外，还得让历史场景与现
实生活产生对话，最好的对话方式是让人出
席，不能忽视人。比如颜神镇，陶瓷要讲，琉
璃要讲，美食要讲，但陶瓷、琉璃、美食都是
人做的，是人的智慧附着在了器物上。总之，
故事要讲透，真得下大功夫。

颜神古镇还缺了点什么
□ 逄春阶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如今，非遗与文创、影
视、短视频以及新技术的跨界融合，正助推其以更
开放、更时尚的姿态，登上国潮“顶流”。
  时尚彩妆复刻苗族银饰锻造技艺，赢得海内外
消费者的青睐；运动品牌植入刺绣元素，摇身变为
时尚青年抢购的潮品；600 多岁的故宫挖掘宫廷文
化，推出“朕的心意”月饼、宫廷色口红等产品，
立刻刷爆年轻人的朋友圈……近年来，随着国潮热
的不断升温，以非遗为主题的文创商品，受到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撬动了新消费的大
市场。
  纪录片、综艺、影视剧在普及非遗知识、推动
非遗出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纪录片、
综艺、影视剧通过大胆尝试，为非遗题材创作打开
了更为宽阔、生动的艺术表达空间。而更为重要的
是，其背后所集结的丰富的文艺创作经验，不仅为
观众带来赏心悦目的视听体验，还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给青少年，而这也正
是活态保护传承非遗的题中之义。”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

俘获粉丝易

全民爆款难
  据北京青年报，由肖战领衔主演的年代剧《梦
中的那片海》播出后，让观众充分见识到顶流的力
量，剧集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事实上，《梦中
的那片海》代表的是年代剧“偶像化”的创作倾
向，“偶像化”往往也意味着年轻化、流量化，其
经由偶像的力量，让年代剧所要传达的“家国同
构”等价值理念抵达更多年轻观众。不过，“偶像
化”也可能让年代剧成为“粉丝剧”，很难像《人
世间》那样辐射更广泛的受众。
  《梦中的那片海》本质上是披着年代剧外衣的
主旋律作品，“讲述了青年人在成就自我的过程
中，对人民和国家无私奉献的故事”。这样的创作
出发点没有问题，创作的路径和方法也是一种自由
的选择。只是，主创者也得承受选择的后果——— 当
《梦中的那片海》脱离了平民的经验、尽可能去遮
掩“时代裂痕”，也导致了它很难引起类似于《人
世间》那样的全民共鸣；有着顶流的坐镇，是可以
让更多年轻的观众去了解那个年代、去接受剧集所
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但剧集的传播效果并未超越
“粉丝剧”的范畴。
  以此观之，仅仅依靠偶像化、年轻化、流量化
的路径，并非年代剧的“新变”。偶像化或许仅是
让年代剧成为吸引年轻人的“粉丝剧”，无法实现
年代剧到“主流大剧”的转变。年代剧创作本就应
该允许“时代裂痕”的存在，这既是尊重历史，也
是遵循创作规律的体现——— 毕竟穿透了“裂痕”，
阳光才格外温暖，故事也格外动人。

新时代儿童文学

扎根现实眺望未来
  据人民日报，新时代儿童文学焕发绚丽多姿的
新风貌新气象，在多个维度上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新
突破。
  主题持续拓展、题材空前丰富，是新时代儿童
文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聚焦现实题材、发力主题
创作以及书写“中国式童年”，成为儿童文学创作
的热点话题。作家们敏锐寻找到孩子精神成长与更
广阔的社会生活、宇宙万物之间的关联点，把过去
不曾或者很少涉猎的题材大范围地进行文学转化，
蓄积了更多滋养孩子们情感与心灵成长的养料。
  新时代儿童文学勇敢地进行了很多创新，这是
它“变”的一面；它还有坚持不变的一面，那就是对

“儿童本位”始终如一的坚守。新时代中国儿童的所
思所想，和百年前的儿童乃至和他们的父辈都有明
显不同，需要儿童文学提升对新时代儿童形象进行
塑造的能力，通过观察这个时代一个个真实具体的
儿童，立体鲜明地写出“这一个”，让中国儿童文学能
够观照人类共同价值，让世界各国孩子读到中国儿
童文学作品时，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欢喜和感动。

低幼动画到成熟IP

的成长之路
  据光明网，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动漫 IP ，“熊
出没”已成功推出 11 部动画剧集， 11 部动画电
影，中国内地总票房超57 亿，稳居国产合家欢动
画电影首位。在中国语境中， IP 是指那些具有高
专注度、大影响力并且可以被再生产、再创造的创
意性知识产权。因此，要成为 IP 至少要具备两大
特征，一是具备显著的可识别性，二是具有可持续
开发的潜力。
  “熊出没”创作团队很早便建立了工业化、系列
化意识，采用类型策略结构故事，运用高新技术革新
视效。“熊出没”系列电影融合了喜剧、幻想、探险三
大类型元素，多种类型元素和叙事技巧融合于同一
部影片，有助于增强电影的可看性和趣味性。
  此外，影视IP+主题乐园的双重发展在线上线
下同时开拓“熊出没”宇宙空间。目前，“熊出
没”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变现体系，除主题乐园外，
周边衍生产品的发展也颇为强劲，带有“熊出没”
元素的餐饮、玩具、日常用品均能快速吸引适龄儿
童的兴趣，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线上与线下联动、
虚拟与现实结合，“熊出没”的 IP 开发实现了全
过程、多领域的齐头并进，为我国动画电影和 IP
开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典范。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非遗+，就是这么潮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陶瓷、琉璃、蚕丝织巾是淄博更具韵味的文化灵魂‘三件

套’。”琉璃本是一张声名远扬的文化名片，但它长期处于不温不火

的尴尬境地，琉璃产业发展后继乏人等问题，限制了这一传统技艺的

发展。如今，得益于短视频的传播，琉璃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实现

了另一种方式的“重生”——— 与普通人走得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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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全网寻找的“琉璃哥”？因为
分享琉璃制作的短视频，涨粉 130 多
万，并通过电商让淄博琉璃这门非遗技
艺走入千家万户，仅琉璃葫芦一项单品
就有数十万人下单——— 最近，淄博琉璃
手艺人李先鹏火上了热搜，他自称“琉
璃哥”，由于会烧制牛、羊、鱼等形态
栩栩如生、色泽亮丽的琉璃制品，经常
被误认为是在做烧烤。正是在此背景之
下，“淄博小伙烤琉璃馋哭网友”的话
题频频刷屏，粉丝还送了他一个“山东
郑伊健”的称号。
  作为一门“火上的艺术”，琉璃在
短短的几个月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境
遇，而较早涉足短视频领域的李先鹏最
先感受到了这一变化。实际上，许多非
遗传承人走上短视频分享直播这条路，

多少带有一丝自救的意味，“琉璃哥”
也不例外。出生于琉璃世家，16岁制作
出第一件琉璃作品， 19 岁正式加入行
业，李先鹏对琉璃行业爱得深沉。“当
时的前景非常好，（厂里）一千多个师
傅，每天都制作，订单都做不过来。”
他在自述中分享。
  传统手工艺式微是无法阻挡的事
实，一批批手艺人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
己。 2003 年之后，李先鹏所在的琉璃厂
倒闭。“到后期，创新跟不上，订单越
来越少，改行的师傅越来越多。”但他
没有放弃，2017 年开始尝试短视频这条
路子，拍摄自己各个角度制作琉璃的视
频，几年如一日的坚持，账号慢慢积累
了一些粉丝，顺势开启了直播带货。不
俗的成绩让“琉璃哥”开始崭露头角。

  从无人问津到忙得停不下来，李先
鹏的境遇更像是琉璃在短视频时代的一
个缩影。在琉璃未成为网红之前，大众
与琉璃的联系仅限于了解、认识，更多
停留在对其历史文化的欣赏，购买欲有
限。当呼啸而至的流量来临，有了人
气，这项久历沧桑的技艺盼来了机会，
站上了风口。“淄博琉璃葡萄竟然还能
挂霜”“琉璃石榴栩栩如生”“琉璃烧
烤以假乱真”等热点不断攀升，动辄阅
读量破亿。流量迅速引流到线下，反哺
出不少网红打卡地。陶瓷琉璃大观园、
陶瓷琉璃艺术中心、八大局便民市场、
陶瓷琉璃博物馆等地挤满了五湖四海来
参观挑选的年轻人……网友戏称“当地
琉璃30年的库存都卖完了”。

全网寻找“琉璃哥”

  出圈，就是和普通人走得更近了。
说不上琉璃是在哪一具体时间段火了，
但现在人们从各个渠道接收它的信息，
使它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工艺品。这是在
新的传播格局与时代机遇之下，琉璃这
门传统工艺的自救与变革。“带一百块
逛陶瓷琉璃大观园，看能淘到多少好东
西？”短视频平台上，博主“小翟呀”
发布了自己“寻宝”的过程，2.4万网友
围观评论，收获了7.9万点赞。价格便
宜、品种多，琉璃盆栽摆件、琉璃小元
宝、琉璃奥特曼、琉璃花球，让“小翟
呀”十分新奇，“来这里就和来淘宝基
地一样，认认真真挑，不经意间就能发
现许多有趣的小玩意。从两毛到几十
元，我问的价格最多没有超过60元。”
她向网友推介。
  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网友与“小
翟呀”一样，对琉璃情有独钟，发布相
关打卡作品或者晒出之前购买的琉璃摆
件。能够在短视频天地中占有一席之
地，在于琉璃极具辨识度的特殊性。这
项美轮美奂的技艺有内容有画面，是短
视频中脱颖而出的素材。五彩斑斓的烧
制过程，晶莹剔透烧得发红的玻璃火
球，憨态可掬的各种形象，能够快速吸
引人们的注意力。

  被许多人视为淄博当地特色文创产
品的琉璃，实用精美、价格亲民又富有
文化内涵。自古以来就有“珍珠玛瑙
翠，琥珀琉璃光”的说法，琉璃流光溢
彩、典雅高贵，是我国艺术史上的杰出
成就之一。淄博博山作为中国琉璃之
乡，聚集了众多名匠，工艺炉火纯青。
“鸡油黄”“葡萄孙”“石榴王”等体
现了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使得琉璃形态
惟妙惟肖，仿佛有了生命一般。琉璃火
球在1000 多摄氏度高温中融化变软，工
匠师傅通过吹、拉、滚、捻、剪、缠等
技法，将其塑造成各种形态，再经过多
项工序，最终完成一件栩栩如生的作
品。从琉璃花球、花瓶等艺术摆件再到
笔筒等日常用品，琉璃拥有了独一无二
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如今，人们迅速将目光投向了拥有
深厚文化根基的琉璃。去淄博游玩，逛
与琉璃有关的文化场所、购买艺术品，
再发布短视频等行为，提升了体验感、
延长了整个旅游产业链，满足了游客多
元化的需求。
  不过，一直以来，琉璃的产业化路
径并不乐观，名声大，产值却不高。一
篇学术调查文章曾提到，琉璃产品消费
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认识浅薄，消

费观念不强，“琉璃并非人们日常生活
的必需品，在人们眼中可有可无，而且
它自身的易碎性，更加削弱了人们的购
买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陶
瓷系师生等曾对淄博陶琉产业进行了学
术考察，在《设计促进视角下对淄博陶
琉产业的考察与反思》一文中指出，其
产品特色不显著、全国影响力有限、地
缘优势不足，主要存在产品设计的孤立
性、产业路径单一、人才储备不足、产
业结构老化等问题。
  中国琉璃文化产品龙头企业淄博市
淄川振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传统手工热塑琉璃生产制造
商，其负责人陈京田也表示：“目前面
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后继乏人。”如
今，短视频为琉璃带来了“重生”，琉
璃相关的文创产品在短时间内销量上
升。李先鹏说，相关短视频火了之后，
有一些改行的师傅看到了琉璃发展的希
望，又重新回到了琉璃行业。这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信号。但长远看，琉璃的知
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如何获得？产业如何
发展？解决一系列问题，还需要整个行
业的共同策划推动。现在机会就在眼
前，李先鹏们需要将这把火延续下去。

走近普通人才是出圈

  琉璃的“重生”，从文创的角度也
有一些解读的空间。优秀的文创是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刺激
文化消费、培育消费新形态等方面发挥
着非常广泛的作用。由文创带火一个旅
游目的地、一条街、一座博物馆的事例
比比皆是。淄博琉璃短时间内成为爆
款，彰显了它的价值，其境况的陡然变
化，给文创产品的运营留下诸多启示。
  首先来看，要想文创产品成为爆
款，一定少不了传播的作用。特别是一
些非遗文创，讲好故事显得尤为重要，
市面上的许多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和
使用价值，却等不来破圈的机会，究其
原因，酒香也怕巷子深，如果缺乏向外
延伸的动力，再好的文创也逃脱不了孤
芳自赏的命运。前段时间甘肃省博物馆

推出的文创玩偶“马踏飞燕”，因为
“丑萌”的造型走红网络，攀升为社会
热点，让人们有了购买欲望，一夜之间
买断了货。
  避免同质化。文创是知识性、艺术
性、实用性、趣味性、创意性等多种特
性融为一体的精品，具有较高的文化附
加值，简单的复制模仿、批量化生产难
以吸引消费者。风靡一时的文创雪糕就
是前车之鉴，虽然其在短时间内因为丰
富有趣的造型圈粉，引发网友围观打
卡，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文创雪
糕，“换汤不换药”缺乏创意性的做
法，让游客逐渐丧失了兴趣，产生了审
美疲劳，如今鲜少再有人为文创雪糕的
创意而鼓掌。
  要以大众需求为导向，抓住年轻人

的眼球，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意产
品。抖音电商官方披露，从不同年龄段
的消费者占比来看，“90后”占比最
大，是平台上最爱买非遗产品的人群，
“00后”购买非遗好物的成交额同比增
长近2倍。可见，年轻人的市场非常庞
大。游客到旅游目的地打卡，更愿意收
获与众不同的旅游体验，而好的文创产
品是最能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载体，游
客愿意为这份差异化买单。在淄博，琉
璃是传承悠久的手工艺，许多工艺具有
人无我有的特点，因此，游客能在淄博
找到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而当地企业
也根据用户需求，融合当下流行元素，
适时推出了精致巧妙的琉璃盆栽等产
品，价格适中又符合现代审美，自然能
够赢得市场的认可。

“重生”的启示

  当呼啸而至
的流量来临，有
了人气，这项久
历沧桑的技艺盼
来了机会，站上
了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