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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瓶、三彩俑、銅博戲俑，這些歷史久遠的瓶瓶
罐罐，與「小拳拳捶你胸口」之類的網絡流行語

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甘肅省博物館推出文物表情包，將
嚴肅的文物和大眾娛樂「混搭」在一起，勾畫出一種別
致的畫風，深受網民喜愛。這種看似「不着調」的搭
配，實則非常用心，契合了文化審美上的衝突美。
在傳統視角裡，「衝突」兩個字往往充滿爭議。一些
人在藝術審美上過分強調匹配、協調、柔和，籠統地認

為有衝突就不好。實際上，
在一些主流美學
學派中，「衝突

美」一直備受推崇。尤其是現當代，「衝突美」在文
學、繪畫、電影等視覺藝術作品中非常常見。

創意宣傳 網友「買賬」
法國戲劇理論家布倫退爾斷言：「沒有衝突就沒有

戲劇。」這句話一度被人們看為「戲劇定律」。包括
《趙氏孤兒》、《雷雨》在內的很多中國戲劇、小說
都飽含着濃郁的衝突美。
包括「文物表情包」在內的文物宣傳推廣，有的雖

算不上正兒八經的文藝創作，但其創意和設計也需遵
從審美規律。否則，難免給人暮氣沉沉之感，提不起
公眾的興趣。

防止過度戲謔
「文物表情包」把莊重嚴肅的文物與俏皮的網絡流

行語「拉郎配」，二者在強烈的對衝中，達到了寓歷
史文化於網絡流行語之中的「中和」。此前，網上很
火爆的康熙「朕知道了」紙膠帶、「雍正：
感覺自己萌萌噠」的
動態照片等，之所以
迅速躥紅，也是因為

「衝突」讓靜態的文物「活」了起來。
讚賞「文物表情包」的衝突美，並不意味着此類創意
可以無的放矢。相反，它必須謹慎着手、小心為之。
一是精心推敲文物與網絡流行語的內在聯繫，確保

二者實現順暢融合，避免不搭調。二是拿捏好尺度，
防止戲謔太過對文物的嚴肅性造成褻瀆，產生違和
感。文創作品可以活一些，但文物畢竟相對傳統嚴
肅，在創作過程中必須把握嚴肅性與娛樂性之間的平
衡，否則就可能弄巧成拙。
正如專家所言，讓文物活起來，應有兩個面向，一

是面向博物館自身，不斷挖掘文物藏品的文化內涵，
讓文化遺產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二是面向公眾，創
新文化傳播的表現形式和表達方式，讓文物的故事以
公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深入人心。
以合適的方式把歷史久遠的書畫古玩、瓶瓶罐罐，

從塵封中請出來，請到網絡上，為人們所用所喜，喚
醒的是文物的青春。

「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願者派
遣計劃二期項目，日前在上海交通大
學舉行出征儀式；10名不同年齡、不
同職業、來自不同地區的志願者，將
於5月1日啟程前往敦煌，以「洞窟講
解員」身份上崗莫高窟。

研大眾化闡釋
項目每年於全球範圍內，招募來自各
個領域的10名志願者，在敦煌莫高窟進
行為期40天的體驗式培訓與上崗，參與
到莫高窟各項保護與傳承工作，旨在推

動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播與創新。
來自本港的李樂琳是今年脫穎而出

的10名幸運兒之一。從香港大學建築
文物保護專業畢業後，李樂琳說服家
人，隻身從香港來到北京清華大學繼
續碩士學業的學習。李樂琳表示，讓
深奧的經典藝術為大眾所了解，是保
護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
通過『敦煌文化守望者』項目，為敦
煌尋求一個有效、大眾化的闡釋方
法，讓敦煌文化走進千家萬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近日，深圳野生動物園火烈鳥家族喜得幼鳥。破殼出世的幼鳥在媽媽的悉心
照料下活潑健康。該園飼養員稱，運動場的側面安裝了鏡子，利用鏡子的反射
原理，間接擴大了火烈鳥的種群，誘導火烈鳥交配及產卵。牠們在繁殖前會用
泥巴築起牢固的巢穴，可以避免水分，為幼雛提供安全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通訊員 李木生 深圳報道

攜程旅行發佈的本月旅遊數據顯示，內地寵物友好型酒店的預定量直線上升，其
中重慶、廣州、成都三地可攜帶寵物酒店的預定量排名居全國前列。最愛帶寵物出
遊的十大客源地為廣州、成都、深圳、重慶、杭州、南京、武漢、蘇州、長沙、昆
明。從星級分佈來看，寵物友好型酒店主要為低星酒店，佔比約為90%，而高星酒
店也逐步開始參與進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 重慶報道

文物表情包躥紅
彩陶 賣萌

彩陶瓶上的臉部「伸出」了舌頭，並配文「略

略略」；豬面紋彩陶壺上的眼睛「轉」了起來，

配文「容我想想」……近日，甘肅省博物館推出

的一組文物表情包在網上走紅。博物館負責人

稱，表情包是「讓文物活起來」的舉措之一，希

望通過此舉讓大家更了解文物。 ■光明日報

彩陶瓶彩陶瓶「「吐舌頭吐舌頭」」

略！略！略！

三彩男騎馬俑三彩男騎馬俑「「我走先我走先」」

人頭形銎青銅戟人頭形銎青銅戟「「飛吻飛吻」」

豬面紋彩陶壺豬面紋彩陶壺「「轉眼珠轉眼珠」」

容我想想！

吐舌

內地「寵物友好」酒店受捧守望敦煌文化
港志願者講「窟」

■■ 火烈鳥媽媽火烈鳥媽媽吐吐
「「唾液唾液」」餵餵幼鳥幼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深動物園小火烈鳥「破殼」

古稀之年的鄭祥霖，是福建省級非
遺項目福州南後街花燈製作工藝

的傳承人，出生於花燈世家，在鄭祥霖
的幼時記憶中，元宵夜是燈的海洋。鄭
祥霖8歲起便跟着父親鄭安安開始學手
藝，可年至30，父親才首次放手讓他
獨立紮花燈。60年來，鄭祥霖的技藝
愈加精湛，其製作的龍燈廣受海內外人
士好評。2007年，在南後街舉辦的元
宵燈會上，鄭祥霖以「走馬觀花燈」一
舉奪魁，當選為該屆「燈王」。

沒有文字記錄 僅靠雙手感知
然而，2007年福州南後街改建後，
鄭祥霖的花燈小作坊無奈從南後街退
出，如今他只能在家裡做燈。香港文
匯報記者到訪時，他正好接到一個來
自福州連江縣的龍燈電話訂單。紮龍
燈是鄭祥霖的拿手絕活，長樂、連
江、福清等地的舞龍隊都找他訂做龍
頭。「龍燈雖然叫燈，卻是用來舞龍
的。在鄉下，傳統氛圍會更濃厚
些。」鄭祥霖介紹。
在鄭祥霖家裡的客廳，懸掛着蓮花

燈、四方燈、鼓燈等造型各異的傳統
花燈。有別於他人，鄭祥霖的蓮花
燈，可以做到颳風下雨「花瓣不
倒」。問其秘訣，他笑着說，鄭氏花
燈沒有任何文字記錄，沒有能夠參照
的圖紙，靠的是用雙手日積月累的感
知。由於長年劈竹子、紮竹篾，鄭祥

霖的手上佈滿了堅硬的老繭和竹刀留
下的傷疤。
「花燈製作包括圖紙設計、塑形、

紮骨架、糊布、繪圖、上色、油漆等
七個主要步驟，每一過程都十分複
雜。」鄭祥霖說，他最拿手的是舞龍
燈，數十米長的龍燈，紮龍骨要穩，
紮龍頭要像，龍嘴、龍眼要放準，每
道工序都不能馬虎，「傳統花燈跟民
俗是結合在一起的，有它獨特的魅
力，看得見手藝人的心。」

創新製作工藝 進校教書傳承
作為傳統花燈的傳承者，鄭祥霖到

了這把年紀，仍在研究創新工藝。
2008年，他將福州另一非遺項目軟木
畫結合到花燈製作上，做出來的花燈
較傳統而言，更立體了。鄭祥霖還把
非遺帶進了校園，「政府希望非遺進
校，所以我義不容辭地去教他們做花
燈，至少要讓孩子們知道福州還有傳
統花燈的存在。」
但是，由於今天的花燈經濟效益並

不可觀，鄭祥霖遺憾地表示，兄妹
中，僅剩他和一個哥哥仍在堅持，自
己的兒子也並不樂於接手這份手作。
閒暇時，鄭祥霖經常在憂思花燈製作
的傳承，「現在的年輕人都想找單位
進，沉得下心來學做花燈的人幾乎沒
有了。沒有了市場，在這座城傳承了
千年的手藝也岌岌可危了。」

採訪中，鄭祥霖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算
了一筆賬，「南後街半個月場地租金就
要3,000多元（人民幣，下同），每年手
工製作200多盞花燈，扣除成本，利潤也
就兩三千元。而旺季只有每年10月到正
月，只租半年，店面特難找，所以不得
不放棄了。」

製龍燈慶香港回歸
鄭祥霖認為，福州傳統花燈要更好傳
承下去，需要政府再加大扶持力度。南
後街是福州最好的民俗傳承展示平台，
如果能讓更多的手工藝人進入南後街，

就更能展示傳統老工藝的魅力。
由於年事已高，鄭祥霖已不能像往

日那樣日夜趕工，年漸少產。偶爾，
鄭祥霖也會回憶從前的熱鬧。他說，
香港回歸時，福州共做了10條龍燈慶
祝，其中他做的龍就有9條。而做了一
輩子的花燈，鄭祥霖最得意的作品還
是上世紀90年代製作的一條長達16米
的龍。「那條龍做成後，龍頭向上衝
去，身子行雲流水地蜿蜒，非常神
氣。」一說起自己的作品，坐在一堆
竹篾中的鄭祥霖就十分激動，雙手不
停在空中比劃，「客人看了之後非常

滿意，當場給我加了工錢。」
可是時過境遷，傳統花燈在福州已漸

漸失去風光。讓鄭祥霖最遺憾的是，有
些花燈技藝已漸漸失傳。他舉例說，有
一種傳統花燈技藝叫「卷書」，顧名思
義，紮出的花燈形似向兩邊翻開的書
本，這種技藝現在幾乎無人掌握；還有
一種用玻璃絲製作的花燈，因鑲嵌的玻
璃絲會產生光折射，使花燈變得通透、
雅致並帶有幾分神秘感，現在福州卻已
買不到這種玻璃絲了，此類花燈也隨之
消失。鄭祥霖至今還珍藏着幾捆玻璃
絲，將其視作寶貝。

福建福州福建福州元宵節花元宵節花

燈會燈會，，始於漢代始於漢代，，至宋代被列為京至宋代被列為京

都燈節的上品都燈節的上品。。燈市的盛況可用一首詩燈市的盛況可用一首詩

來概括來概括：「：「華燈成市將元夕華燈成市將元夕，，色色精工費色色精工費

剪裁剪裁，，幾種寄供新歲玩幾種寄供新歲玩，，清光四壁照銜清光四壁照銜

杯杯。」。」千年以來千年以來，，福州傳統花燈都是中國福州傳統花燈都是中國

花燈製作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花燈製作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令人令人

矚目矚目。。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蘇榕蓉 福州報道福州報道

華燈華燈成市景不再成市景不再 華髮華髮盈頭未敢歇盈頭未敢歇
閩七旬非遺閩七旬非遺「「燈王燈王」」鄭祥霖鄭祥霖：：

盼回南後街 展傳統魅力

◀ 鄭祥霖走
進校園，教孩
子們製作花
燈，領略非遺
魅力。
受訪者供圖

▶ 製作一條
龍燈的過程，
大概需要一個
月。
受訪者供圖

■鄭祥霖參加福州市鼓樓第五中心小學志願者
活動。 受訪者供圖

■■ 鄭祥霖展示他鄭祥霖展示他
做的傳統花燈做的傳統花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蘇榕蓉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所接觸的大
部分老手藝人似乎都不善言辭，我猜對於他
們來講，手中的活計要比談天說地「有味」
得多。「藝」就在他們身上，他們能夠利用
簡單的工具和多年的操作經驗，快速熟練地
完成產品的所有細節。鄭祥霖就是這樣一位
手裡有味而性子羞赧的老手藝人。

整個採訪過程是略帶壓抑的，其間可以
感受到鄭祥霖提及「他出生在南後街卻再
也回不去了」的感傷，感受到他說「現在
沉下心學做花燈的年輕人基本沒有了」的
不得已，寥寥數語，將老一輩傳承人的無

奈展示得淋漓盡致。
因對自家所掌握的非遺技藝不捨，到了

古稀之年，鄭祥霖還在奔走操勞，令人敬
佩，又令人心疼。一部電影《尋夢環遊
記》中，有一句台詞：在愛的記憶消失
前，請記住我。對於親情如此，對於非遺
項目和傳承人而言，又何嘗不是？

時移勢易，「非遺」的保護與傳承面臨巨
大挑戰，有識之士高聲疾呼搶救「非遺」，
政府亦出台系列措施保護「非遺」，但其生
存空間仍不斷萎縮、傳承者日漸稀少、年輕
人與「非遺」漸行漸遠已是不爭的事實。

1*
�1 生存空間小 「非遺」恐「被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