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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的“青春密码”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侧记

李惠萍

在安徽省歙县黄潭源村的青石巷口，
回荡着百年前陶行知先生童年的足音。那
条名为“陶家巷”的烟火街巷，曾以徽州
老茶馆的氤氲茶香、粮行的稻谷芬芳、老
布坊的织机声响，滋养了这位人民教育家

“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萌芽。如今，我们
将这条承载着文化记忆的街巷搬进童真天
地，以12间微缩体验店铺为经纬，构建
起一座融汇徽州古韵与现代童趣为一体的

“美学实验室”。在这里，青砖黛瓦与稚子
笑语交织，传统文化与美育实践共生，孩
子们在真实体验中感知美、创造美、传递
美，完成一场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的审美
启蒙。

“陶家巷”的复刻绝非简单的场景移
植，而是对徽州文化基因的立体解码。步
入“文房四宝”店铺，歙砚的天然纹理与
宣纸的绵柔质感，让幼儿在研墨挥毫间感
受“书画同源”的东方美学；“老布坊”
中悬挂的蓝印花布随风轻扬，孩童们亲手
扎染的方巾上，几何纹样诉说着“图必有
意，意必吉祥”的造物哲学；“鱼灯馆”
里，竹骨绵纸制成的鱼灯摇曳生姿，光影
在粉墙上勾勒出流动的诗行，传统工艺的
匠心之美化作可触可感的视觉启蒙。这种
文化解码超越了符号认知，转化为沉浸式
的审美体验：当幼儿在“中医馆”称量草
药时，戥秤的青铜质感与艾草的清苦气息
共同构建起多重感官课堂；在“手工作
坊”揉捏陶泥时，指尖的粗粝触感与成型
的器物之美，让“器以载道”的传统造物
观悄然生根。街巷的每个转角都成为打开
传统文化的美学窗口，让幼儿在生活化的
场景中自然建立文化认同与审美判断。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在“陶家巷”化作具象的美育实践场域。

“杂货铺”的木制算盘前，孩子们拨动算
珠排列组合，清脆的撞击声里蕴含着秩序
与对称的形式之美；“徽州小吃铺”中，
揉面、包馅、蒸制的劳动流程，让饮食文
化升华为“食育美学”的生动课堂；“老
茶馆”里，孩童执壶斟茶时手腕轻旋的弧
线，既是生活礼仪的传承，也是身体美学
的启蒙——茶汤倾注的抛物线，恰是东方
美学“圆融中和”的形体表达。最具深意
的是“典当行”与“粮行”的设计：仿古
账本与电子支付系统并置，斗斛量具与现
代天平共存，这种时空折叠的巧思，引导
幼儿在古今器具的对比中，理解“美”随
时代演进的动态本质。跨店铺的“货币流
通”游戏，则让孩童在交易实践中，体会
诚信、公平等伦理之美与经济活动的和谐
关系，让劳动创造与审美价值形成闭环。

“陶家巷”将美育从艺术殿堂请回生
活现场，构建起“大美育”的生态体系。

“照相馆”的老式座机前，孩子们通过调
整布景与光线，在实践中领悟光影构图的
视觉法则；“老布坊”的织机旁，经纬线
的交错编织演示着点线面构成的形式规
律。四季轮转中，清明时“手工作坊”的
青团制作透着春意，中秋夜“鱼灯馆”的
灯影摇曳映照团圆——时序更替的自然美
学，通过节气活动融入幼儿的生命体验。
这种诗意化的生活重构，培育着发现美的
眼睛与创造美的心灵：当孩童在“粮行”
观察稻谷蜕变为米粒的过程，感悟的是生
命形态转化之美；在“中医馆”辨识草药
形状与药性时，体会的是自然造物的功能
之美。街巷中流动的不仅是游戏欢笑，更
是在真实生活场景中积淀的审美素养，孩

子们开始懂得，美不仅存在于画框与舞
台，更蕴藏在每日的烟火日常中。

“陶家巷”的教育智慧，在于用现代
教育理念激活传统文化基因。鱼灯制作融
入LED光源设计，让传统工艺闪耀科技之
美；徽州小吃体验结合营养知识科普，使
地域饮食文化焕发当代价值。12间店铺
通过主题串联形成的“美学链”，打破了
美术、音乐、文学等学科的边界：孩童在

“文房四宝”书写诗句后，可到“老茶
馆”吟诵表演；染制的蓝印花布既能装饰

“鱼灯馆”，也可成为“照相馆”的拍摄道
具。这种跨界融合的美育模式，暗合陶行
知“六大解放”的教育主张，当幼儿自由
穿梭于店铺之间，用游戏货币实现“美”
的价值交换时，他们已在潜移默化中建立
起对“美”的系统认知——美是文化的传
承、是劳动的创造、是生活的诗意，更是
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当夕阳为“陶家巷”的黛瓦镀上金
边，孩童们嬉戏的身影与百年前的童蒙影
像悄然重叠，这条微缩街巷不仅留存着徽
州文化的基因密码，更孕育着面向未来的
审美创造力。在这里，美育不再是空中楼
阁，而是扎根于生活土壤的常青之树；文
化传承不再是沉重的使命，而是化作游戏
中的会心一笑。正如陶行知所言：“真教
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
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陶家巷”正
以最柔软的方式，让中华美学精神在幼小
心灵中生根发芽，书写着“生活即教育”
的当代篇章。

（作者系安徽省歙县黄潭源行知幼儿
园园长）

⦾⦾文化聚焦文化聚焦

青
石
巷
里
的
生
活
美
育

⦾⦾
审
美
课
堂

审
美
课
堂

沿着孩子们脚印的方向
陈晓东

你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绿油
油的草坪上，已经铺设好的垫脚石很少有
人行走，而在没有铺设垫脚石的地方，却
常常被踩出一条条小径。

我有次到一所中学采访，发现校园绿
化做得非常好，特别是角落的草坪上没有
一处学生乱踩的痕迹，每个人都沿着铺设
好的小路在行走。

见我面有疑色，一旁的校长微笑着
说：“其实以前我们也有困惑——明明草
地上有一行行铺好的垫脚石，可孩子们偏
不在上面行走，在好端端的草坪上又新踩
出一条条小路。难道是孩子们太任性吗？
后来我们换了个角度来反思这件事，发现
不是孩子们的错，而是我们设计的路径不
合理，给行走的人造成了不便。于是，学
校拆掉了原来的垫脚石，再按照孩子们踩
出的线路进行了重新铺设。”

“这是孩子们在每天的行走中优选出
的路线，也是最合理最便捷的路线，此后
草坪上就再也没有学生乱踩的痕迹了。”
校长感慨道。

这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其中却
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其实，所谓的管

理实际上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如果缺乏爱
心和智慧，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难以
做好。

教育和管理是校长和教师每天都要面
对的工作，我们经常说教育者要以人为
本、以情育人，但真正做到做好并不容
易。就拿劳动教育来说，美丽的校园时时
处处蕴含着劳动的机会，打扫教室、擦拭
黑板、整理桌椅、美化班级、参与校园绿化
活动等，甚至与保洁员一起清洁一下卫生
间，帮食堂师傅一起择择菜、收收碗、洗洗
锅，都能让学生亲身体验到劳动的艰辛与
快乐。同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喊破嗓
子不如做出样子，校长与教师并肩为校园
运动会、文化艺术节操劳的背影，教师与学
生一道满身泥土一头汗水绿化美化校园的
情景，都会成为孩子们一生的美好记忆。

每座校园里都有花草树木，但最艳丽
最珍贵的花朵无疑是孩子。冬去春来，白
驹过隙，孩子们从跨入校门的那一刻起，
就如同播撒在美丽校园里的各种花籽，在
知识浸润的雨露里，在老师春风般的目光
里，一天天地抽芽、长叶、开花、结果，最后
像蒲公英一样，驾着和畅的惠风飞向华夏
大地，把人生的风景拉得很满、很满……

（作者单位：宁夏教育杂志社）

本报记者 董嘉程

“郫县豆瓣是川菜的灵魂，今天用的是3
年的豆瓣，用人的年龄比喻，正是18岁的青
春。”在四川旅游学院烹饪与食品科学工程学
院一间工作室内，川菜烹饪技艺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徐孝洪正在为学员们示范一道经典川
菜——回锅肉的烹饪方法。炉火正旺，豆瓣入
锅，发出“滋啦”一声，红油翻滚，香气四溢。

去年11月，2024川菜烹饪技艺高质量传
承创新研修班在四川旅游学院开班，在30天
的研修过程中，23名学员系统学习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知识、川菜制作技艺、饮食文化与民俗、
食品营养学以及餐饮品牌管理等内容，全方位
提升了在川菜非遗保护和传承领域的专业素
养和综合能力。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2015年，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
培计划”）启动，10年来先后吸纳149所本科高
校、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参与，举办各类研培班
1400余期，覆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00
余项，直接培训非遗传承人5.1万人次，对非遗
保护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效地推动
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十年研培 让艺术更青春

6月下旬的成都，不时落下淅淅沥沥的小
雨，邻近杜甫草堂的巷陌深处，流淌着扬琴叮
咚的旋律。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四川扬琴传统
剧目传承研修班结业展演正酣——袅袅弦音
随琴竹震颤，檀板轻击伴着唱腔流转。表演者
吴昀正是凭借这曲《题賨城》，刚刚斩获了四川
省第七届曲艺杂技木偶皮影比赛三等奖。

与我们一般印象中曲艺要靠“童子功”不
同，原本是音乐教师，后进入广安市广安区文
化馆工作的吴昀，2023年才开始接触四川扬
琴，跟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瑕拜师学艺。虽
然平日里并不缺少学习的机会，但她还是断然
报名参加了由老师吴瑕授课的研修班。

“这次学习的两个传统剧目我只会一小部
分，大家一起学习可以互相促进。”回顾30天
的研培学习，吴昀感触颇深，“学习传统剧目之
后，才更能体会到曲艺和唱歌的区别，它的唱
腔和发声方式与唱歌是截然不同的，旋律和节
奏学习起来也非常困难。研修班里也有第一
次接触四川扬琴的年轻人，他们一开始用美声
的发声方式，到现在有意识地去改变。一个月
的时间，让每个人都学会四川扬琴是不可能
的，但是越多的人了解它，对它产生兴趣，才会
去学习它，它才会一代代传承下去。”

走进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大足石雕文创研
修班的授课现场，气氛却截然不同。20余名学
员集中在一间教室，屏气凝神地对照着一张张
石雕的照片，在泥版上雕琢自己的作品，只有
授课教师穿梭于画架之间，不时为学员给予技
术上的指导。

本期研修班的学员都是川渝两地的石雕
非遗传承人和从业人员，学习泥塑的目的是什
么呢？“我做了35年的石雕，泥塑还是第一次
做。”来自都江堰市的石雕非遗传承人薛昌鹏
说，“其实两者是有相通之处的，泥塑的
技术也能融入石雕。比如浮雕的技
巧，起初我认为雕刻得越深越好，但刚
才老师跟我说，浮雕其实不存在厚
与薄，只要立体感做好了，也许
薄还要更好看一些。”

在研修班，学员们不

仅能精进自身非遗技艺，还能触类旁通地了解
其他非遗技艺，更常常在跨界的碰撞中找到意
想不到的突破口，激发出创新的火花。

一只蓝色的蝴蝶静卧在云南艺术学院的
玻璃展柜里，展开的双翼上，层叠交错着苍山
雪的白与洱海水的蓝。小小的一枚蝴蝶造型
胸针，是云南大理多种传统工艺的智慧结晶：
苍山十八溪的流石打磨成躯干，触角以鹤庆银
器锻制技艺掐丝而成，翅膀是古法造纸与白族
扎染技艺的结合，礼盒的设计则融入了当地民
间版画——甲马的元素。

这枚由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师生与非
遗研修班学员共同设计制作的胸针，被作为
2021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的伴
手礼。“这件作品将自然材质与人文工艺结合，
诠释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蝴蝶造型的寓意
则承载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祝福与期望。”谈
起自己家乡的非遗技艺，云南艺术学院产品设
计系副主任赖军不无自豪地介绍道。

多方合力 让生活更美好

全国最大的普洱茶原料基地是哪里？面
对这个问题，许多人会想当然地回答“普洱”，
然而，正确答案却是普洱的邻居——同处滇西
的临沧。临沧全市栽培茶园种植面积173.4
万亩，有野生茶树群落40万亩，其中百年以上
栽培古茶园11万亩。临沧市凤庆县则被誉为

“滇红之乡”，其申报的非遗项目“滇红茶制作
技艺”已经成为临沧的一张特色名片。

相对于“普洱”“滇红”的鼎鼎大名，“临沧
土陶”的名字似乎就没那么亮眼了。临沧市临
翔区拥有亚洲储量最大的优质高岭土，其下属
的博尚镇碗窑村自明代以来开始烧制陶器，是
滇西地区规模最大的陶器产区。碗窑村至今
仍保留有9条龙窑，最早可追溯至乾隆年间，
但其生产的大多为生活所用的坛罐粗陶，很难
卖出好价格。

那么，为什么不将二者结合，利用茶产业
资源带动陶瓷产业发展呢？2022年10月，云
南大学陶瓷烧制技艺助力乡村振兴研修班在
临沧市临翔区开展，学校与地方政府深度协同
合作，邀请非遗保护和陶瓷设计专家在碗窑村
为学员集中授课，让学员了解陶瓷新技术、掌
握新技法，提升村民制陶技艺水平和非遗传承
保护知识。如今，粗糙的坛罐披上亮丽的外
衣，凭借“文艺气质”翻了几倍身价，而“土陶”
也升级为“临沧茶陶”，一跃成为当地文旅的又
一张名片。

同样是靠陶器致富，出生于贵州省平塘县
牙舟镇一个制陶世家的“90后”非遗传承人张
胜猛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张胜猛既对
牙舟陶的历史和传统工艺抱有特殊的兴趣和
感情，又一直在探索牙舟陶器创新的更多可能
性。贵州民族大学开设的贵州土陶技艺及创新
拓展应用研修 班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
门。在为期 一个月的研培学习中，张胜猛

接触到了数字化设计理念、产
品开发和版权的保护意识、贵

州本土元素的理解、其他窑口工
艺的融合等平时极少接触和
实践的内容，“每一门课程都

能打开新的思路和可能性，研培
结束后可谓是满载而归”。

于是，张胜猛有了新的计划和发展方向，
设计了“点彩茶具系列”“半刀泥莲花盏”“镶器
茶台系列”等一批新作品，线上线下销售额达
30余万元。不仅如此，他还与父亲张禄洪一起
创办公司和非遗工坊，为镇上群众提供了100
余个就业岗位，人均月增收约4000元。

校校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在研
培计划的推动之下，在多方社会力量的合力之
下，非遗早已不再是与现代社会脱节的“老古
董”，而是与人们的生活形成了新的紧密联系，
让生活日益美好。

双向奔赴 让教育更精彩

一声厚重的鼓点打破宁静，接着所有的鼓
槌应声齐发。羌族舞者们随之而动，跟随羊皮
鼓的节奏踏着“踮跳步”和“蹉跳步”，俯仰、扭
转、腾跃……

四川大学是研培计划的首批参与高校，10
年来已成功举办17期研培项目，而去年刚刚
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羌年”，正
是2023年四川大学开设的第15期研培项目。
研培计划的实施，不仅为非遗技艺注入了新的
活力，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为传承人学员们提供
助力，也为参与院校的师生带来诸多收获。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给非遗传承人上
课，更多的是一个互动交流、共同学习和创造
的过程。”从2017年就加入四川大学研培计划
团队的艺术学院教师蔡端懿说，“非遗给我打
开一扇重新观看世界、理解设计的窗户，通过
工艺看到它背后的文化、生活和人，这种体验
和设计创造本身就是高频共振的。学习理解
非遗、实践西南民族民间工艺设计创新，不仅
能够建立时尚和传统、流通与在地、设计和文
化直接对话的桥梁，也能够为设计学的本土话
语体系建构提供思路。”

在四川大学2023传统舞蹈（甲搓）非遗传
承人研培班上，川大师生与非遗传承人学员共
同编排了一套舞蹈，至今仍在泸沽湖畔展演。

“学员们的热情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在创作的
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也让我们更
加真切地体会到美育的效果。”参与舞蹈编排
的硕士研究生韩雨琦说。

研培计划的实施，是传承人与学校师生的
相互促进，更是非遗与教育的双向奔赴。贵阳
花溪苗绣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顾伟伟曾参加过
2018年贵州民族大学蜡染技艺及创新拓展应
用研修班，如今又在2025年贵州师范大学文
旅融合赋能贵州民族传统刺绣创新设计与应
用研修班上为学员授课。不仅如此，他还在贵
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人文科技学
院、贵州文化旅游职业学院等院校开设非遗课
程，教授苗绣技艺。

作为川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
梅花奖得主，肖德美已经先后4次担任研修班
授课教师，还参与建设了电子科技大学川剧传
承基地。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肖德美走进大中
院校开设了百余场川剧讲座，“退休比上班还
忙”，但他却乐在其中。

“我已经去过两三百所学校，包括中小学
和幼儿园，每到一处都很受欢迎。实际上学生
们是喜欢川剧的，只是我们过去的传播手段太
少了。现在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给学生们讲
解，让学生们参与，让他们知道川剧不是高不
可攀的，也不只有变脸和吐火。作为非遗传承
人，传承和传播是我们的责任。”肖德美说。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董嘉程摄

大足石雕文创研修班授课现场。

四川扬琴传统剧目传承研修班结业展演。

非遗传承人表演羌族羊皮鼓舞。

研修班学员作品。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制作
的“蓝蝶”胸针。

云南艺术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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