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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过程中，出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
的局面。做得好走上了市场化、
规模化、产业化道路，取得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传承人名利双
收。做得不好的惨淡经营，勉强
维持，有的甚至濒临失传。汝瓷
烧制技艺传承发展至少给我们以
下几方面的启示：

政府到位不越位。汝州当地
政府在引导汝瓷行业发展时，厘
清了“市长”和“市场”的职
能。比如发展初期，出台扶持政
策，制定产业规划，打响汝瓷品
牌；当企业发展遇到瓶颈、需要

智力支持时，由政府出面引进了
顶尖智囊；当行业发展到一定规
模，却又出现乱象时，及时推动
行业标准出台。对于应该“市
场”管的事，比如企业自身发
展、汝瓷小镇运营、产业园区建
设等，没有大包大揽，而是引入
战略资本，按市场规律运行。

既要坚守传统，也要敢于创
新。汝瓷烧制技艺在传承中继承
了优秀的传统，也引入了现代科
学技术，尤其是产业化问题的解
决，使得汝瓷用品走进千家万
户，而不只是博物馆玻璃柜里的
展品。

既要有情怀，也要懂市场。
很多老艺人对非遗传承情有独
钟，甘守清贫，一辈子致力于非
遗技艺传承，但到最后还是出现
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王振芳、
范随州认为，非遗传承人一定要
利用非遗技艺找到一条“活路”，

让自己过得“滋润”了，传承之
路上才会出现更多的同路人。所
以传承人要研究市场和消费者心
理，要懂得包装和营销，努力让
自己成为一名多面手。

不能单打独斗，要抱团取
暖。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
三个桩。很多非遗项目是“孤
本”“绝学”，掌握技艺的人很
少，了解的人也不多。走规模化
道路，一定要扩大非遗的影响力
和参与面。非遗传承人要积极开
展非遗普及活动，利用讲学、办
展等，普及非遗知识，让更多的
人参与其中。汝瓷烧制之所以成
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是因为有上
百家企业、数万从业者。大家既
相互竞争，又在竞争中借鉴、提
高。“抱团取暖”还包括上下游产
业链的均衡发展，产、学、研同
步前进，相互促进。

（崔小明）

汝瓷传承发展的启示

本报记者 汤丹文

不久前，东钱湖畔迎来了中
国文艺评论界一批顶级“大咖”：
尹鸿、戴锦华、马也、范志忠、
厉震林、黄鸣奋……他们与来自
全国各地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们一
起 ， 纵 论 新 时 代 文 艺 的 中 国精
神。

作为 2018 年中国宁波特色文
化产业博览会最具学术性的论坛
之一，第四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
家西湖论坛宁波峰会把原来单一
的艺术门类论坛改变成综合性的
论 坛 ， 以 主 论 坛 + 次 论 坛 的 方
式，把电影电视、戏剧戏曲、网
络文艺等三个艺术门类放在一起
举办。

由于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电影
电视，“影视创作与中国精神”这
一话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专家学者对此脑力激荡，各抒己
见，其中一些观点对宁波的影视
精品创作和打造影视之城，不无
启发。

《战狼2》等影片票房
“爆款”说明了什么？

李星文是媒体人，也是电影
公众号“影视独舌”的幕后推
手。在他的眼里，从去年 4 月至
今，中国电影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一年里票房高达 595 亿元，
重新回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而
对中国电影票房数据排行榜的分
析也令人乐观——

在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
占了四席，第一名是 《战狼 2》，
第二名是 《红海行动》，第三名是

《唐人街探案2》，第四名是《美人
鱼 2》。排名前三十位的电影里，
国产电影占了 13 席。凭借与观众
的天然亲近性，国产电影在与好
莱坞大片的竞争中，守住了阵
地。尤其是中国票房的前三名，
中国电影占了 2 部，分别是 《战
狼2》和《红海行动》。

在业界，一部电影的票房突
破 10 亿 元 ， 就 会 被 称 为 “ 爆

款”。过去一年中，“爆款”的影
片共有六部，国产影片 《战狼 2》
和 《红海行动》是战争类的，《前
任3》和《芳华》属于文艺类。

李星文认为，“爆款”不是从
天而降，它满足了观众的欣赏心
理和需求。比如《战狼2》中体现
中国崛起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
大作用的想象，《红海行动》则展
示了强国建立强大海军的心理需
求。

在谈到 《战狼 2》 等影片时，
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此次论坛
学术主持、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
究院院长尹鸿教授的观点，那就
是他对此类影片作为“新主流电
影”的描述。

“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或许大
家耳熟能详。1987 年，时任广电
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曾在全国故
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突出主旋
律，坚持多样化”是电影的发展
方向。但这些年，一些主旋律电
影遇到了与市场对接难的问题。

“如果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
治宣传目的，电影只是一个手
段，这样的影片跟市场沟通就会
非常困难。观众很难购买一个宣
传品、政治教育品。”这便是尹鸿
的观点。

尹鸿提出的“新主流电影”
的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他认为，从 2007 年冯小刚创
作的 《集结号》 开始，类似 《战
狼》 等电影打破了主旋律电影、
商业电影以及艺术电影三者在话
语形态间的桎梏壁垒，逐渐形成
了以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表达为
核心的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
电影主流化、艺术电影市场化的
渐进转型。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戴锦华教授从不同侧面
和角度，就如何建构影视作品
的 中 国 精 神 发 表 了 独 到 观 点 。
她认为，《战狼》等片的成功首先
是动作片的成功，然后才是我们
所需要思考的：这些动作片怎样
成功地表达了一种此前没能在中
国电影中有效传递的爱国主义、
英雄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能不
能进入家庭情节剧或者青春偶像
剧？显然不是，如果这些剧也寻
找这样的表达，必然有不同的路
径和形态。”

戴 锦 华 认 为 ，《红 海 行 动》
《战狼 2》 等片 50 多亿元的票房，
也就是大概 3亿人次在观看。“咱
们 13 亿人，从这个意义上不是全
国观众都去看了的状态，它的程
度还不够。现在国内市场还远远
没有被发掘出来。过去类似 《青
春之歌》 这样的片子，有好几十
万的票房，当时是能够覆盖中国
人口的。”

她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第
一电影大国，一定要打开国际市
场，但是这个层面还没有到达。

“让一种中国精神成为我们 （中国
电影创作） 的自觉，同时这种精
神被世界接受，真的还有挺远的
一段路要走。”

中国电影能从印度宝
莱坞学到点什么？

这一年来，印度电影在中国
电影市场大行其道，像 《摔跤吧
爸爸》《起跑线》《小萝莉的猴神
大叔》《超级巨星》等，既赢得了
口碑，也创下了票房业绩。

中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分公
司的制片人陈昌业认为，印度片
在中国热卖，关键在于它讲述了
印度本土的故事，特别是在他们
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背景
之下体现出来的“真善美”。

“这些印度题材作品在中国市
场有很好的回应，证明了真善美
的表达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
他认为，最近几年国产现实题材
的电影特别是一些“灰度空间”
表达的电影并没有大卖，其实是
远离了大众“真善美”审美需求
的焦点。

在提问阶段，自由发言的一
位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新主流大
片 是 不 是 只 能 拍 军 事 动 作 片 ？
她认为，一些印度电影在内容
层面把社会问题像教育、贫富
差距等等放到片子中去，不回
避 矛 盾 ， 但 整 体 还 是 给 人 以向
上的力量，这对中国电影主流大
片而言，是不是另外一个可以努
力的方向？

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的陈三俊认为，中国和印度都经
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文化上也
凝练了东方色彩的美学特征。但
是印度宝莱坞电影确实在音乐、
舞 蹈 等 很 多 方 面 传 承 得 比 较
好。“现在的印度电影善于用情
节去推动故事的发展，逐渐克
服 了 以 往 情 节 发 展 较 慢 等 问
题 ， 像 《小 萝 莉 的 猴 神 大 叔》
的一些追逐场景，既学习了好
莱坞的快速剪切方法，又用上了
自己的音乐和舞蹈，这样做值得
我们学习。”

学术主持、浙江大学传媒与
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范志忠教授
表示，印度的电影一方面充分借
鉴了好莱坞的元素，一方面又有
创新的印度文化特征，它从优秀
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又保
持了现代的气息。它的成功可以
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借鉴。

浙江影视创作能否再
度创造辉煌？

这几年，围绕改革开放以来
发生的巨变，浙江现实主义题材
的影视创作特别是电视剧创作也
是硕果累累，像 《鸡毛飞上天》

《温州一家人》等相继获奖。
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

的卢炜认为，现实主义的电视剧
如何建构中国精神也是时下的命
题。浙江这几年创作电视剧，内
容上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
穷人模式，就是穷人如何通过努
力，最后变成了一个富人，这也
体现了浙江民营企业家勤劳致富
的一个历程，比如 《十万人家》

《温州一家人》 等等。第二 个 模
式是善人模式，就是好人有好
报。第三个是商人模式，讲商
战的。这些电视剧在主题上都
强调社会价值观，传递了正能
量和主旋律。但是，无论是哪
一 种 模 式 ， 主 人 公 大 多 是 圣
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缺点
甚至阴暗面，这就违背了现实主
义的真实特性。

浙江工商大学丁莉丽则从浙
江影视创作和产业的现状、走
向，展望了浙江打造中国影视产
业副中心的未来。她表示，现在
浙江已经有 2800 多家影视公司，
横店、象山等影视城集聚影视产
业的效应非常强。浙江影视资本
的实力也非常浓厚，所以即便像

《大圣归来》这样一部制作费用高
达几个亿的片子，也很快被十几
家影视企业联合消化。

如今，中国很多现象级的影
视剧由浙江出品，比如电影 《芳
华》、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欢
乐颂》《嘉年华》等等。这些浙产
影视剧的成功，一是在创作上保
持开放态度，善于大胆地抓热
点；二是在具体创作中融入新元
素、新视角、新手段，实现审美
格局的提升。比如 《军师联盟》，
完全是按照电影的制作要求在做
一个电视产品。

但是，浙产影视剧市场也出
现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很多都是
追求电影 IP 的快速变现，导致一
些影视作品续集口碑大幅度下
降。比如电影 《捉妖 2》《欢乐
颂》续集等等。这个值得警惕。

丁莉丽认为，影视剧创作的
“浙江出品”需要向“浙江创作”
转化，这需要更多本土化制作团
队的成长和浙江题材的开发。

“我们一直在提倡讲好中国故事，
那么把浙江精神讲好了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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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小明

4月 11日至 24日，当代汝瓷艺
术名家王振芳、范随州夫妇在宁波
美术馆举办优秀作品展，为宁波陶
瓷爱好者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展
览期间，王振芳、范随州接受了本
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陶瓷艺术上继汉唐，在宋
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

“汝、钧、官、哥、定”五大窑名
震天下，而汝瓷以其纯正釉色、满
釉支烧的工艺和极简的造型而独树
一帜，有“汝窑为魁”之美誉。

据范随州介绍，汝瓷创烧于北
宋晚期，为宫廷御用瓷器。金灭北
宋后，汝瓷随之消亡。其开窑时间
从宋哲宗元祐元年到宋徽宗崇宁五
年 （1086-1106），前后存续仅约 20
年。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亦不
多，在南宋时，汝瓷已经非常稀有。
宋、元、明、清的宫廷汝瓷用器，均为
内库所藏，视若珍宝，堪与商彝周鼎
比贵。民间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
汝瓷一片”的谚语。著名国画大师李
苦禅先生曾说过：“天下博物馆无汝
者，难称得尽善美也。”据王振芳介
绍，汝瓷传世品全世界仅存65件，其
中北京故宫博物院 17 件，台北故宫
博物院 23 件，上海博物馆 8 件。此
外，英国、美国、日本的知名博物馆
和私人典藏有十余件。1953年，在周
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国家开始恢复
五大名窑的研究工作，范随州的师
傅马永杰参与其中，成为这一重要
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1967年，范随州出生在河南省
汝州市著名的宋代汝窑遗址——严
和店窑附近的一个村庄，从小耳濡
目染，对汝瓷情有独钟。在汝瓷行
业摸爬滚打近20年后，他被任命为
汝州市国营汝瓷厂厂长。但因种种
原因，国营汝瓷厂不久后被改制，
范随州被称为“最后官窑窑主”。
上世纪90年代，范随州、王振芳夫
妇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从此
夫妻俩并肩走向汝瓷传承之路。经
过近20年的坚守，汝瓷发展迎来了
春天，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王振芳、范随州夫妇创立了

“弘宝汝瓷”品牌，专门研究、开
发仿古汝瓷和现代工艺瓷。公司占
地两万余平方米，拥有两个研究
所，两个生产基地，一个汝瓷烧制
技艺传承基地，一个中原古陶瓷标
本博物馆。他们获得的国家发明、
实 用 新 型 、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近 200
项，系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弘宝汝瓷系列产
品被评为河南省名牌产品，“弘宝
斋”商标被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
标。弘宝汝瓷在全国开了20多个门
店，拥有员工近百人。更令人欣慰
的是，王振芳、范随州夫妇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除了弘宝汝瓷，
汝州市现在拥有朱氏汝瓷、玉松汝
瓷、廷怀汝瓷等从事汝瓷生产、经
营、销售、研究的企业 120 多家，
年产汝瓷 200 余万件。除了仿照传
统，还研究开发出 200 种以上的汝
瓷新品种，产品远销日本、新加
坡、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

产 值 近 3 亿 元 。 汝 瓷 走 上 了 产 、
学、研全面发展的良性发展道路。
王振芳、范随州说，近年来，汝州
市委市政府和汝瓷从业者在做大汝
瓷产业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

建成汝瓷文化产业园。汝瓷文
化产业园是汝州市联合香港凯德国
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以
政府为指导，以市场为手段，以企
业为主体，以文化为平台。日常运
营由汝州凯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汝州文化产业园占地 300 多
亩，是全国最大的汝瓷产业基地、
汝瓷产品交易中心，也是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打造汝瓷特色小镇。集合汝瓷
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依托
宋代窑址群的历史积淀，利用汝河
两岸的优美自然风光，打造了一个
集文化、产业、旅游、生态和养生于
一体的艺术古镇。小镇占地 12 平方
公里，建有中国汝瓷博物馆、汝瓷文
化遗址公园、汝石文化展示中心。

打响汝瓷文化品牌。近年来，
汝州市连续举办了多届中国国际汝
州文化艺术节 （周）。艺术节(周)内
容十分丰富，有民间藏品鉴赏活
动，汝瓷仿制品展示活动，中国历
史名瓷烧制技术大赛，还有中国历
代名窑当代名家作品展，中国历史
名瓷传承和发展高峰论坛、研讨会
等主题活动。同时连续举办了六届
中国汝瓷杯全国书画作品大奖赛和
招商引资经贸洽谈会。这些活动的
持续举办，扩大了汝瓷在国内外的
知名度，拓展了汝瓷市场，促进了
经贸交流。

创立叶大年院士汝瓷研究基
地。2017 年 3 月 7 日，汝州市人民
政府与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叶大年院
士工作室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了

“叶大年院士汝瓷研究基地”。该基
地对汝瓷关键矿物原料的矿藏储量
及可使用年限进行了勘探和测定，
对汝瓷缺陷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
了解决方案，同时对汝瓷外延产品
进行了开发研究。王振芳说，通过

院地合作，提升了汝州市的泥、釉
料研究水平及开发利用，促进了产
业升级，更重要的是把汝瓷的研究
上升到理论高度，确立汝瓷在当代
艺术陶瓷界的话语权。

作为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王
振芳、范随州饱尝传承之路的艰辛
与苦楚。从“夫妻店”到拉起近百
人的队伍，他们在探索中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王振芳说，非遗传承不
能光有“情怀”，还要让自己过得
好 ， 活 得 “ 滋 润 ”， 才 有 人 跟 着
学，跟着做，非遗传承才会后继有
人。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其一是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是钻研传统的汝瓷烧制
技艺，继承好这门“武功秘籍”，
制作出精美的艺术品，占领汝瓷烧
制技艺的“制高点”。但这些艺术
品因纯手工烧制，成本高、成功率
低、产量也不大，还费时、费力、
费钱，要靠艺术品“吃饭”可能不
行。为此，他们提出“艺术用品高
端化、生活用品艺术化”发展思
路，推动汝瓷走工业化、规模化、
市场化道路。近年来，他们研发生
产的茶具、餐具套装及生活装饰品
销路很好，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收益。王振芳坦言，没有后顾之
忧，方能潜心创作。

其二是创新而不忘本。王振
芳、范随州坚持吸取历史的营养，
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他们认
为，在保持‘汝瓷’韵味的“摹
古”中，不能丢掉它原本所具有的
韵味和意境。盲目追求新奇特，那
是没有意义的。

其三是坚守品质。按国家标
准，珍品级的产品允许有 4 个不明
显的缺陷，但汝瓷的企业标准是一
个也不行，只要有一点瑕疵，就砸
了。他们每年砸碎的瓷器有数十
吨。2005年，汝瓷成功申报成为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范随州与陶瓷界
资深专家朱文立等一道还起草了

《汝瓷国家标准》，2009年由国家质
检总局正式发布。从此，汝瓷质量
的好与次有了统一的衡量标准。

断代800余年的汝瓷
产业化之路为何越走越宽

图为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 （中） 在发言。 （汤丹文 摄）

工艺美术大师、汝瓷协
会会长范随州。

工艺美术大师、汝瓷烧
制技艺传承人王振芳。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