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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在小红书上分享扇

面裱画作品，没想到吸引了很多

年轻人的关注，他们在评论区留

言‘想学’‘哪里能体验’，还带动

不少人来非遗馆打卡。”近日，在

宁波“95后”非遗传承人李喜珍

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大批年轻粉

丝对她的非遗文创产品展开了热

烈讨论。

传统的“骨木镶嵌”技艺打造

成了时髦箱包；古老的秘色瓷八

棱净水瓶变身为高端酒瓶；金银

彩绣点缀时尚香包、丝巾，成为可

随身携带的艺术品；非遗元素融

入网红咖啡店的打卡装置……从

传统到当下再到未来，非遗融入

生活，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让年轻

人的“朋友圈”越来越潮！

宁波有着千年建城史，历史文脉丰厚，文化遗迹灿
若繁星。截至目前，宁波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28项、省级 10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6 名、省级 101 名；国家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目 5
个、省级10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数居副省级城市前列。

（廖惠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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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越来越多的“90 后”“00 后”加入
了非遗传承人队伍，他们正通过年轻人的视角和
创意，结合新媒体传播方式，为非遗注入年轻力
量，让非遗融入大众日常生活。

“原来的书画装裱作品风格偏传统、样式陈
旧，我们通过图案、形式的创新，迎合了年轻人
的审美和趣味。目前国潮风格的扇面很受欢迎，
成为非遗馆里热度很高的体验项目。”鄞州区手
工书画装裱技艺传承人李水木的女儿李喜珍说。

李喜珍是一名“95 后”，从父亲手中接过传
承接力棒后，走上了探索创新之路。最近，她推

出了“锦灰堆扇面体验”活动，在小红书、抖音
等社交平台收获了众多粉丝，并吸引了源源不断
的年轻人前来打卡。这批体验者在社交平台晒出
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继而引发裂变式传播，手工
书画装裱技艺由此“出圈”。

让非遗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与年轻消费者
的生活方式贴合，古老的非遗文化也可以变得很
新潮。

“在朋友圈刷到这款养生下午茶，感觉好诱
人，就跟姐妹一起来打卡了。”“00 后”小张告
诉记者，自己点的是“神采奕奕”套餐。现煮的

药膳茶饮，辅以中式甜品山楂糕、芝麻球和龟苓
膏等小食，装在古色古香的木制托盘中，并配上
了药膳原材料展示，莲桥第国医堂推出的养生下
午茶套餐，是眼下宁波社交平台上热度很高的中
式茶饮。

“国医堂可不止问诊这个项目，还能体验
‘新中式’下午茶，这是我们继中医药研学游线
路后，目前主推的体验性非遗项目，将茶疗与五
音疗法相结合，让市民和游客来一次与众不同的
养生体验。通过社交平台的推广引流，养生下午
茶已成为我们的爆款产品。”该国医堂文化总监
张明认为，非遗传承关键是要抓住年轻人的口味
与审美，具有强烈反差感和仪式感的消费新场景
是引发关注的流量密码，因此非遗产品需要具有
独特的辨识度，才能争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文化
的认可。

体验式传承体验式传承，，年轻人爱了年轻人爱了

随着国综“天花板”《快乐再出发》 的火
爆，作为节目拍摄地的象山也火热出圈。“再就
业男团”的同款非遗“鱼拓”技艺体验，成为不
少来象山游玩的客人必选的打卡项目。

调整固定好鱼体、调配颜料、涂色、拓印、
点睛⋯⋯在位于象山西海岸营地的象山渔瓷馆，
随着鱼拓传承人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一条色彩
斑斓的鱼儿顷刻间“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鱼拓是宁波市级非遗项目，这种将真鱼的形
象用墨汁或颜料活灵活现地拓印到纸上的艺术，
最早起源于宋代，灵感则来自中国古老的碑拓技
艺。渔瓷馆馆长李晓峰告诉记者，自从鱼拓在热
门综艺节目上亮相后，如今每天点名想要体验这
项非遗技艺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还是年轻
人居多，他们的想法非常有创意，鱼拓作品花样
百出。这种花式鱼拓体验，也是我们推广传统艺
术的一种方式，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把鱼
拓作为一门技艺传承下去。”李晓峰说。

鱼拓的火爆，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想要让非
遗融入年轻人的生活，不仅要在内容创作上创
新，在传播方式上也要与时俱进，充分借助互联
网平台及营销模式，让非遗成为“潮品”，使其
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光彩。

玫瑰酒系列成为线上平台的爆款产品，柠檬
姜茶、雪梨竹蔗马蹄水、小吊梨汤、桂花酸梅汤
等系列茶饮产品持续热销⋯⋯寿全斋是国内最早
一批拥抱互联网电商的传统老字号，并结合现代
大众康养理念和生活习惯，研发了传统膏方、药
酒、芝麻丸、人参茶饮等 30 余种康养产品。

“我们充分考虑了年轻人的喜好和需求，通
过对传统膏方在口味、包装、颜值和营销等方面
的改良与创新，推出了橘红百合膏、玉竹膏、山
楂红曲膏等品牌产品，深受年轻人好评，这也是
我 们 推 动 传 统 中 医 药 走 向 日 常 生 活 的 成 功 实
践。”寿全斋相关负责人介绍。

依托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等产业优

势，寿全斋以新国药号打造为契机，实现了中药
文化展示馆、传承人工作室、研学讲堂、展销体
验店等空间和功能的融合，去年获评浙江省中医
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

搭上电商“快车道”的还有黄古林草席。
“这种白麻筋草席用上十几年都不会坏，它的特
点就是密不透风、紧不进水⋯⋯”通过我国第
15 个 “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 非 遗 国 货 直 播 专
场，宁波黄古林草席亮相央视。在央视主持人尼
格买提和王宁的带货下，黄古林草席一天就卖出
5 万多单，销售额 700 多万元。

一 张 草 席 火 爆 的 背 后 ， 有 何 独 家 秘 笈 ？
“赢得市场，我们靠的就是不断创新非遗产品，
同时抓住互联网电商直播的发展机遇。”宁波黄
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国光说。

在由该公司投资打造的全国首个草编博物
馆——黄古林草编博物馆，记者看到，馆内通
过图文、实物展示了黄古林草编的前世今生，述
说着千百年来中国草编史的辉煌。另一侧的展示
厅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新产品，除了蔺草席
子，还“跨界融合”开发出的草竹藤混编制品，
如枕头、枕套、坐垫、香囊袋、拖鞋、扇子等。

据介绍，该公司如今已形成了集种植、制
造、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线上线下
营销并进，通过电商营销在网络上迅速打开了一
片新天地，一跃成为国内蔺草席行业龙头企业，

“黄古林”自主品牌凉席也远销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泰国等海外市场。

“现在公司年产各类凉席 270 余万件，电商
产品销量占比达 70%，年销量稳居全国首位。对
我们来说，目前更重要的是讲好黄古林的品牌故
事，把传统老底子工艺发扬光大，让更多消费者
亲身体验我们的草席编织工艺。”毛国光说。

““触网触网””出圈出圈，，非遗产品火了非遗产品火了

“凭手艺也能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
之前想都不敢想。我们没有设备可作抵
押，想要获得银行贷款并不容易。多亏了

‘非遗贷’，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看到
100 万元贷款顺利到账，唐涂宋地公司负
责人郭永尧松了一口气，他拉着农业银行
宁波市分行客户经理的手激动地说。

60 岁的郭永尧，是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统木构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从事木作已有 47 个年头。郭永尧获
得的这笔“非遗贷”，是宁波市文化馆

（市非遗保护中心）、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联
合农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文化创意支行等
单 位 创 新 推 出 的 金 融 产 品 ， 最 高 额 度
1000 万元。

“通过‘非遗贷’的金融力量激发非
遗产业活力，助力非遗企业、工坊、工作
室等高质量发展，在推动非遗融入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大战略的同时，我们将非遗
保护传承发展与公共服务、城市发展深度
融合，探索非遗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
路径。”市文化馆馆长孔燕表示。

美丽的东钱湖畔，在去年刚刚开放
的宁波非遗生活馆，市民游客可以欣赏
大 头 和 尚 、 木 偶 摔 跤 等 精 彩 的 非 遗 展
演，跟着非遗传承人体验宁波汤团、灰
雕、老虎鞋制作等技艺，还能打卡美术
类非遗项目的成果展示⋯⋯宁波非遗的
打开方式如此丰富多彩，令观众感到新
奇不已。

这是宁波首个进景区的非遗空间 ，
也 是 非 遗 走 向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一 次 新 尝
试。除了非遗展示传播、非遗衍生品开
发销售、非遗课程体验等功能，宁波非
遗生活馆也是展示并宣传宁波本土非遗成果、普及非遗知
识的新型文旅空间。

非遗与景点街区的融合，迸发新的活力。位于城隍庙
旁的大健康综合体甬安里，是宁波市中医药特色街区首个
落地的中医药业态商业体。随着该特色街区一期项目屠呦
呦旧居陈列馆、宁波府城隍庙、海曙区非遗馆等新型文化
空间的对外开放，市民和游客可随时邂逅融合中医药元素
的“甬韵吉市”市集、“曙色杏林”名医讲堂，寿全斋、
同仁堂、童涵春堂等老字号品牌，以及 500 余种“药行
街”文创产品等，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

目前，海曙已成功创建浙江省唯一的中医药文化传承
生态保护区，区域非遗综合水平跃升至全市第一。中医药
特色街区、大健康综合体甬安里等中医药文化地标落成，
形成文产城融合格局；开发出中医药文创新品牌“药行
街”等非遗文创产品系列 50 个，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
中药材种植、非遗工坊等年产值达 8 亿元，形成融医疗、
预防、保健、养生、康养于一体的多主体、全产业链式的
发展格局⋯⋯海曙百年药行的基因、深厚的中医药传统和
历史资源得到全面激活。

“以省级中医药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的成功创建为
契机，全力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能级，带
动中医药的项目融合、科技融合、产业融合和市场
融合，增产增收效果显著。”海曙区文广旅体局副
局 长 俞 岚 介 绍 ， 接 下 来 ，该区将完善工作站、
研究室、会客厅、博览馆、旅游地、商业体
等多重功能，提升医农文旅的融合创新，
不断实践和拓展非遗振兴乡村、助力
共富的时代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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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非遗馆“医者仁心”特色专题厅。
（海曙文广旅体局供图）

“小药工”中医药文化研学活动。 （海曙文广旅体局供图）

““9595后后””非遗传承人李喜非遗传承人李喜
珍珍 （（左左）） 正在进行创作正在进行创作。。

（（陈科峰陈科峰 摄摄））

手工书画装裱技艺传承人手工书画装裱技艺传承人
李水木展示年轻人喜爱的潮玩李水木展示年轻人喜爱的潮玩
装裱作品装裱作品。。（（廖惠兰廖惠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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