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文化基因，

承载着族群文明历史的珍贵记忆，是丰富

多彩的地域文化中显著的地标性文化符

号之一。

今年6月11日是我国第十七个“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遵循今年“连接现代生活 绽

放迷人光彩”活动主题，从6月1日到13日，

吉林省举办吉林非遗购物节，做到“人民的

非遗 人民共享”“激发非遗活力 创造美好

生活”“乡村振兴 非遗同行”。

随着年初北京冬奥会吉林省非遗文化

展区精彩亮相，我省非遗文化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喜爱。

在我省文旅行业“服务企业月”期间

举办吉林非遗购物节，旨在助企纾困，助

力非遗企业复工复产，让群众感受非遗

魅力，共同参与非遗保护，盘活非遗文化

产业。

非遗文创走上“活化”之路

古朴雅致的松花石，自然天成的浪

木根雕，精致灵动的查干湖鱼皮画，寓

意美好的绳编作品 ，生动形象的葫芦

画……这些带有明显吉林地域特色的

非遗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甚

至在国外也很有市场。不少非遗传人

带着作品走出国门 ，向世界展示吉林

的民俗风情。这些精美的非遗作品 ，

从 6 月 1 日到 13 日，在我省举办的吉林

非遗购物节上都可以买到。

“你能猜到这幅画是用什么做的吗？”吉

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徐毳拿着一幅画让记者猜，看

起来像五彩纸，摸起来又很有韧劲，这幅画

灵动多彩，却是用鱼皮制作的。交流中得

知，她将千百年流传于查干湖畔的民间鱼皮

制作技艺进行了挖掘、整理、规范和创新，确

定了鱼皮画制作的“创意、设计、选材、建模、

裁剪、缝制、装裱”七大流程，和“立体缝绣、

立体捏塑、平面镂刻、平面艺叠”四大技法，

正式定名为“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鱼皮

画）”。2019年5月，查干湖鱼皮画入选吉林

省非遗名录。

在北京冬奥会上的吉林文化展区，徐毳

就带着鱼皮画向大家作展示，“无论是冬奥

会会标以及相关配饰，都选材于我省查干湖

盛产的胖头鱼皮。鱼皮具有动物的质感，又

能够呈现立体感。”徐毳介绍。作为非遗传

承人，她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年年有鱼 年年

有余》《喜获头鱼》《莲年有鱼》等，现已入选

“郭尔罗斯礼物”“松原礼物”和吉林冰雪文

化旅游商品体系，被评为吉林省名牌产品，

荣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等各类奖项10

余项。

查干湖鱼皮画能被大众认可和喜欢，和

徐毳的创新和构思巧妙密不可分。她认为，

一件非遗艺术品要做到与时俱进，要符合大

众的审美，还要具备美学和意境，这样才是

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和商品。唯此，非遗艺术

品才会被更多人接受和认可，非遗文创发展

之路才会越走越远。

产品和品牌是非遗文化发
展的核心

文化特色在非遗作品中也能得以体现，

无论是满族旗袍制作、铁艺制作，还是郭尔

罗斯马头琴技艺，这些作品都具有典型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展现了文化特

色、历史特色和自然特色，具备了传承的重

要特点。

吉林地处关东腹地，千百年来，地域间、

民族间的交流、融合，给吉林大地留下许多

好看、好听、好玩、好吃又新奇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

在吉林非遗购物节上，也可以看到韩

氏草编、绳编、根雕、秋梨沟柳编、梨树辽河

农民画、布贴画、关东内画等数十项非遗项

目，传统技艺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展现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魅力，不仅提升了

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自信，也营造出全民共

同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良好

社会氛围。

在《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规划》中，还提出“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目的是

为了培养更多的非遗传人。为此，我省开设

了非遗传承人培训班，让更多具有这方面能

力的人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

组组长曹保明在采访中表示：“松花奇石、浪

木根雕都是我省的自然资源，作品也具有资

源性的体现，通过吉林省特殊的地理环境，

经千百年形成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和资源特色。”

“这些都具有历史久远的记忆，都有

清晰的传承。”吉林梨树辽河农民画苑由

四平市洪满农民画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主体运营，创始人钱洪满主要开发设计

梨树“辽河农民画”“钱氏窗上斗鸡”农民

画、窗上斗鸡等 5 大系列 20 多种文创产

品。他也作为全国文化和旅游能人来保

护弘扬传统文化，促进非遗文化发展繁

荣，并以农民为主提供就业空间，开展技

能培训和民间手工艺展览交流，实现签约

民间画师、工艺美术师，促进乡村旅游市

场和文创产品发展，利用民间非遗手工艺

促进乡村旅游基地和美丽乡村建设，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做到了非遗

产品品牌化和产品化发展。

通过多个平台将非遗文化
推向市场

非遗文化和文创产品要想推向市场，需

要的是有力的平台。通过打造特色非遗的

创作、展示、交易、传播、体验等平台，为非遗

文创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化输出环境。

以梨树农民画为例，其基地建设列入

梨树县委、县政府发展规划，打造梨树辽河

农民画专业展馆，公司总部入驻梨树农民

画基地，展厅面积2600平方米，形成“农民

画+画馆”“农民画+公司”“农民画+电商”

“农民画+非遗体验”“农民画+旅游”多元发

展模式。梨树农民画基地逐渐升级为梨树

农民画馆，现已正式对外开放。让非遗文

化以产品为载体，通过多个平台更好地让

消费者所接受。

吉林市非遗传承人代悦向记者介绍：

“一件刺绣衣服大概要1个月时间完成，不

仅需要刺绣人对刺绣的兴趣与审美能力，还

需要刺绣人对物件背后蕴含的文化和了解，

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需要学习者耐心

地坚持下去。我们手绣的口罩、荷包正在逐

渐走向国际市场，这也为吉林市非遗传承人

提升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入选世界非遗名

录的满族剪纸技法简洁明快，蕴含满族民俗

风情，雅俗共赏。

通化、白山的松花石砚，色泽丰润、刀

功细腻，为砚之上品；吉林松花江浪木，取

沉江不朽之木，视其自然形态巧妙雕饰，飞

禽走兽、秋荷古柏皆由其天然纹理、件件形

神兼备。

绳编同样是我省突出的特色手艺，与人

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现在已突破自身的局

限性，变成了生活中的饰品，具有很强的装

饰性。

葫芦画在吉林很多地区都存在，葫芦

画的独特烙制和雕刻技艺也使其成为我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志之一。谈及吉

林非遗文化发展势头强劲的状况，省民俗

学会理事长施立学表示，扩大非遗文化和

非遗手艺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扩

展非遗文创的市场影响力，使非遗和文创

的结合发挥最大价值，可以将吉林文化更

好地推广，也能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作为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

长，曹保明曾表示：“希望大家走进吉林，走

进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了解吉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鲜明特色、清晰的传承、活态的

存在和久远的历史，充分体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动和鲜活。”

原本以为触不可及的非遗文化，在吉林

越来越具有烟火气，让人们能够近距离了

解，甚至可以拥有一件作为珍藏。希望通过

这种触手可及的传承，更好地展示吉林文

化，让非遗文化焕发新的魅力。

（本栏照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吉林非遗“活起来”
文化产品“火起来”

本报记者 王秋月 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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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梁晓声“茅盾文学奖”

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人世间》在央

视一套黄金档和爱奇艺播出后，

收获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好

评。剧中主人公之一的周家二女

儿周蓉的故事脉络也颇受观众关

注。该剧开播前，记者曾对饰演

周蓉一角的知名女演员宋佳进行

了采访，听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

塑造这位有颜值有实力、敢爱敢

恨、敢闯敢干的时代先锋女性角

色的。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当代题材

大剧，《人世间》犀利勾画了中国

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

宕起伏。宋佳饰演的周蓉也经历

了知青岁月、三线建设、推荐上大

学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并在一

次次人生选择里，迎接生活、婚

姻、亲情的不同考验，让观众感受

到女性坚韧温暖、冲破困境的品

质力量。宋佳以其自身独有的特

质，把周蓉浪漫诗意的人物形象

诠释得格外熨帖，与腹有诗书的

大哥和坚韧倔强的三弟截然不

同，是周家另一抹鲜活的“色彩”，

也是当代女性求知进取、诗意浪

漫的风采代表。

剧中，周蓉作为周家唯一的

女儿，深受父亲周志刚偏爱，从小

成绩优异、灵秀动人，收获了“光

字片”社区里许多男孩的崇拜和

爱慕。她表面上叛逆浪漫，有点

任性，实际上单纯且理想化，不管

什么年纪，都保有一颗少女之心。长大后崇尚真爱，在下乡支

教的过程里实现了人生抱负，也如愿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周

蓉婚后育有一女冯玥，但以学业为重的她将女儿托付给了弟

弟。当她功成名就时，长成少女的女儿已不再和她亲近。亲

情、爱情的缺失让周蓉终于意识到陪伴和守护的重要。

电视剧《人世间》回溯了百姓生活史，时代的沧桑巨变也

营造出一种历史长河的流动感，周蓉这一角色也从十几岁演

到快七十岁。宋佳在采访中表示，这种年龄跨度大的角色自

己也曾饰演过很多次，这对于职业演员来说，并不是一个多值

得称赞或者需要探讨的技术问题，“但《人世间》这部戏难就难

在故事厚重且事件多，而且是三代人的群像戏，不是只讲周蓉

或者只讲秉义、秉昆的，经常会有一个人物可能隔一两集才会

再次出现的情况。所以对演员来说，每个人物的饱满度都是

需要用表演去弥补的。举例来说，周蓉跟冯化成离婚后很快

就被蔡晓光求婚了，这里面的戏剧冲突和人物情感是非常强

烈的，我们要把情感戏的部分诠释得浓度更高，但同时还要把

分寸把握好，让观众感同身受，这是有一点难的。”宋佳说。

对于自己演绎的这个角色的多舛命运，宋佳首先表达了

认同和理解，“其实我了解过很多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那个

时代之所以被我们记录，就是因为他们很纯粹。那个时代有

很多这样为爱奔赴的女孩，周蓉只是其中的缩影，也许正是那

种敢爱敢恨的炙热之感才会让大家觉得很心疼。但另一方面

来说，周蓉对富足的精神世界的迷恋和对知识的极大渴望，也

敦促她努力学习、奋斗前进，去争取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从

这个角度来说，她也是很幸运的。”宋佳认为，自己是非常“懂”

周蓉的，“既然爱过便不后悔，爱情本来就不必非用结局去评

判的。虽然她的命运中有悲剧的部分，但是你依然会被这个

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的美感所打动，这也正是周蓉最

有魅力的地方。”

《人世间》在拍摄过程中曾在我省多地取景，吉林的大美

风光为该剧的呈现提供了最美背景，尽显宏大气象与细腻质

感。作为一个东北姑娘，宋佳对吉林的冬日雪景尤其赞不绝

口，在吉林拍摄的几个月时间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

回忆。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自己和剧组同仁的共同努力，可以

为观众们奉献出一群好角色、一个好作品，为观众留下一份来

自家的温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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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

曲艺大赛入围名单揭晓，由省曲艺家协会选送的2部作品和

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选送的4部作品入围牡丹奖选拔赛，将

代表我省参加各分赛区比赛。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

联、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奖项，每两年评选

一次，是曲艺界的国家级最高奖项。

省曲艺家协会推荐的入围作品盘索里《五里亭离别》改编

自《春香传》，描写了春香在五里亭挥泪送别离开南原赴汉阳

的李梦龙的场景；入围作品评书《一眼万年》以致敬科学家“天

眼之父”南仁东为主题，表现了南仁东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和对FAST事业的热爱。

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推荐的入围作品二人转《天雷报》取

材于传统戏曲《清风亭》，讲述了张元秀夫妇收养被遗弃的继

保长大成人后高官得做回家祭祖，却不肯与养父母相认，致张

元秀夫妇悲愤而终，继保被雷殛的故事；入围作品二人转《今

夜无眠》以抗击疫情为主题，表达了白衣天使的高尚品格；入

围作品二人转《一双千层底》讲述了村民韩大娘冒着危险闯过

鬼子的重重关卡，把千层底送到杨靖宇将军面前的感人故事；

入围作品拉场戏《双胞胎》以扶贫为主题，讲述了双胞胎妹妹

二凤为撮合文化站站长和姐姐大凤的恋爱关系，误会百出，最

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据了解，省曲艺家协会将召开线上曲艺作品研讨会，请相

关专家对作品进行指导，加紧排练，进一步打造、包装、提高表

演水平和节目效果，力争获得佳绩，为我省争光。

我省6部作品入围牡丹奖

关东内画非遗传人在展示技巧

韩氏草编传人在打磨非遗作品 布贴画非遗传人展示作品

鱼皮画非遗传人在制作作品非遗绳编艺人在精心制作

布贴画 鱼皮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