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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近 3 个月的“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近日在国家博

物馆落下了帷幕。展览把民艺藏品与民艺元素作品、民艺研究成果

系统性地呈现出来，传播了民艺的文化理念，生动展现了当代民艺

工作者扎根民间、传承匠心的价值追求。到民间去，是方向，也是实

践，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讲述在田野中行走，致力于中

国民间艺术收藏、研究和创作，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经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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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从事民艺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的。那时候，假期到外地写生，常常用自
己的画作与当地老百姓交换剪纸、刺绣等具
有朴素之美的民艺物件。透过这些物件，在
斑斓的色彩里，我仿佛看见源自乡土那朴素
的、和大地相亲的文化情感，我对民艺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到民间去”，在田野与乡村，民众为生
活而创造的美的造物常常令人目不暇接。在
这次展览中，展厅形象墙上的门神年画原
稿，是我上世纪80年代从山东潍坊杨家埠收
集到的。民间习俗农历新年贴门神于门上，
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门神是
民间祈福纳祥情感愿望的表达。“门神”是本
次展览着意突出的文化符号，《拓福纳灵》展
示单元置放了一件《门神》装置作品。这件
作品为传统木构门扇双面镶嵌门神织绣，它
所传递的观念是透过民艺之门，美化当代生
活。门神装置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展览中，呈
现形式不断创作迭代。门扇上的门神画像由
最初的木版年画替换为手绣图像。杨家埠门
神年画呈现的是年画的原真性之美，那么门
神装置则承载了“创造性转化”的意图，把
传统再次带入了当代人的审美视野。

《大匠丝路》 是我创作的一件手绣作
品，画面内容汇集了民间社会的百工匠作。
在我的理解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之
路，还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传播之路，是工
匠造物文化发展的集中脉络。《大匠丝路》
以丝路“百工匠作”为主题，运用长卷形式
描绘了在南北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工匠技艺场
景，其中包括手工艺制作、贸易通商及风俗
文化的生活画卷，同时描绘了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采珠、贸易经商及造船工艺等，展现了
人们在各种海上漕船、海舟等运输工具上运
载丝绸、陶瓷、香料的情景。该作品通过表
现丝路大匠劳作的场面、技艺传承、风俗习
惯等诸多与工匠劳作有关的图像，突出丝路
百工匠作的传播历程，表现了丝绸之路上的
传统工艺发展与变迁。

田野调研是追寻传统民间艺术踪迹的重
要途径。在快节奏的生活和纷繁嘈杂的语境
里，只有脚踏实地“到民间去”，才能触摸
到传统民间艺术最原始、最真实、最亲和的
面貌，感受到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命与潜力，
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脉动。
在这个过程中，将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收
藏、研究和创作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传统工
艺的当代性转换，进而助力当代乡村振兴与
文化弘扬，是我一直孜孜以求的课题。

二

在乡村调研，我最关注的是民艺的传承
问题。乡土手艺具有文化、经济、伦理等多
重价值属性，令人惋惜的是那些濒危乡土手
艺“人亡艺绝”的现象仍在重复上演，隐含
在物件中的文化信息也因人的离去而无从考
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叠加影响，
社会快速转型的当下，抢救发掘散落于民间
的优秀民间工艺，记录其文化内涵、工艺流
程、功能结构，尽可能多做一些民间工艺民
族志的记录，仍然十分迫切。这些年来，我
们走遍全国各地的乡村，其中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收集民艺作品，走访民间艺人，整理口
述档案，记录工艺流程，留存影像资料，通

过这些措施来抢救整理民间手工技艺。唯其
如此，我们文化传承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才能有所依托，才能更好地赓
续造物文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传统
工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
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传统
工艺独特的思想价值、技术价值、审美价值和
文化价值在今天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这些年，传统工艺
和乡村发展一直是我履职建言关注的重点。在
今年的两会上，我就“推进民族地区传统工艺
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出建议：一方
面固本培元，切实做好民族地区传统工艺基础
性的保护工作，在文化守护、文化传承的意义
上，全面系统地做好民族地区传统工艺的研
究整理、档案留存、展示宣传等，留存和发
展多样化的民族传统工艺，为后续发展打好
基础，留足动力；另一方面，改变以往存在
的“手艺贴牌”“手艺代工”等处于产业链末
端的局面，使民族地区的手艺人、工艺家、
传统工艺的传习者创作者真正成为相关产业
效益的拥有者、受益者，从而进一步促进地
方发展。发展发挥好传统工艺的赋能作用，
全面充分地实现传统工艺价值，能够进一步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振兴，造福人
民生活建设美好生活。

几天前，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
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了创意设计、演出
产业、音乐产业、美术产业、手工艺、数字
文化、其他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8个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传统工艺等乡

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在于培养对接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多元人才。首先需完善学校教
育，培养真正符合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
各类人才。其次，举办乡村文创讲习班。鼓
励公益机构办学助教，开展职业培训，培养
乡村传统工艺等人才，举办有关工艺讲习
班、营销讲习班、文化讲习班等，只要农民
有需要，都可免费参加学习，培育壮大乡土
人才队伍，提高文化和经营能力。具体而
言，可以从建设乡村文创孵化器、实施“乡
村创客”奖励计划、实施乡村文化产业“国
培计划”等具体措施入手，推动加快乡村全
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实现“以链聚人”

“以链育人”的人才振兴新格局。

三

2020年7月，我们曾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记住乡愁——山东民艺展”，展现了1500
余件（套）来自山东的民艺藏品，工艺类别
丰富多彩。通过这些展品，观众们可以了解
到山东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面貌，
也能充分领略在朴素生活中的审美意趣。一
年多后，又举办了这次“到民间去”的民艺
主题展。这两次展览中有共同的特点，通过
民艺藏品和民艺创作来呈现民艺的大美，并
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路
径。比如中国传统彩印花布，是我们非常熟
悉的一个民间艺术符号，它兼具实用价值与
审美价值，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印花布
用色饱和大方，图案寓意美好，从龙凤呈祥
到花团锦簇，皆可传达出人们对生活的朴素
热情。现在，传统的印花布有了更多的艺术
可能性，在创新材质、现代设计的碰撞和融
合下，产生了奇妙而美好的反应，比如印花
元素的丝绸制品、印花瓷板，无不是传统与

现代的智慧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强调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
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为我们传承发展
民间文艺指明了方向。我们既要重视保护和传
承,也要致力于与时代同行创新创造,优秀的民
间文艺不只是历史的遗产,更要有今天的生活
气象和文化创造,要回应时代关切,唱响时代旋
律,体现时代的脉动与心声。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美育也是应当肩负
的重要责任。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小学生
参观民艺展览，通过展览把中华美学精神传达
给孩子们。举个例子，儿童美术和民间美术其
实是一体的，都具有朴素的大美，我们给孩子
阅读的绘本就可以从神话传说、民间美术造型
中获得灵感和素材，让孩子们易于接受、喜
欢，更能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中华美育传统讲究真善美的统一，传承和
发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能够从中汲取乐观
向上的精神，体会工匠精神的境界，理解团圆
吉祥的愿景，传承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的力
量，不断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美育应
该从传统的、民间的艺术汲取力量，积极探索
通过民间文艺来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认知，帮助
他们从小坚定文化自信，成为传承和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

到民间去
口述/潘鲁生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谢颖

▲潘鲁生

▲2011年，潘鲁生调研临沂柳编技艺。

记者手记：

作为艺术家、学者，为什么总是往村
里跑？这个问题潘鲁生并不陌生，而他用
40 余年坚持不懈的实践与累累硕果回答
了这个问题。

走进田野，融入乡土，那看似平常的
物件给他无尽的启迪；那些平淡而又生动
的民间生活，交织出多彩的、活态的民间
文化画卷，让传承千年的文明跃然于眼
前，浑厚深沉又活力四射。

在民间文艺的滋养下，1990 年，潘
鲁生完成了第一部专著 《论中国民间美
术》。老师们教导他、支持他——王朝闻
先生说：“民间美术是一切造型的基础，
你要好好地研究它。”张道一先生说：“要
把书桌搬到田野，要把研究放到民间，放
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于是，他不停
地行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背后，
是对民间文艺深沉的热爱。

在一次研讨会中，潘鲁生说，自己对
民艺的研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是从
对民间剪纸、年画、刺绣等具有较强审美
价值的艺术品类的研究开始的，注重造型
艺术；然后，更加注重隐藏在民艺作品背
后深沉的文化背景和民间文化底蕴，钻研
其反映的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随
着在乡村调研的深入，他思考的侧重点转
向与民艺相关的社会、环境、民族、文化
等问题，开始对民间工艺的文化生态学这
一课题进行探讨，一直持续至今。他希望
的是，让“到民间去”成为一种学术自
觉，唤起人们的文化生态意识，更好地保
护、传承、发展这珍贵的文化传统。

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传统的积
淀、理论的建造、文化的创新，这三方面
结合起来，是潘鲁生浑然一体的民艺世
界。”今天，潘鲁生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在
行走中度过，站在民间、田野、大地中，
因为，只有人在民间、心在民间，只有与
人民和文化在一起，才能把民间文艺的宝
贵传统传承好、发展好。

浑然一体的
民艺世界
本报记者 谢颖

“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现场

建功建功

新时代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