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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非遗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就得从娃娃抓
起！”作为汉州面具的传承人，陆少才的话，道出了
南丰非遗技艺传承群体独特的“破圈”智慧。

陆少才每周五都会到广汉市金雁小学为孩子
们上一节非遗特色课。“小朋友们想做哪种生肖面
具，选一幅自己喜欢的图开始做泥模吧！”日前，在金
雁小学的非遗博物馆内，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在陆少
才夫妻的指导下为面具制作泥模。看到孩子们对
非遗技艺有如此浓厚的兴趣，陆少才很是欣慰。

“那个是我的孙女陆彦萌，耳濡目染下，她也
喜欢上汉州面具。”陆少才指着课堂上认真做泥塑
模型的一位小朋友说，他的儿子作为第四代传承
人，已经学习了汉州面具的制作，他希望孙女能成
为第五代传承人，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非遗传
承中来。

除了走进校园，陆少才也会利用自己的汉州
面具文创社开设研学体验，激发大众对汉州面具
的兴趣。走进陆少才的汉州面具文创社，进门就
能看见醒目的“笑脸壳壳”，室内一条形工作台上，
放置着各式各样的创新面具，如三星堆面具、桃花
面具、京剧脸谱面具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来研
学的孩子制作的各种面具泥模，有哪吒、三星堆陶
猪，还有各式各样孩子们自己随性创作的作品。

“想让更多人爱上非遗，就需要思考如何
创新，如何更接地气。”陆少才说，如今的汉州
面具已不再局限于“笑脸壳壳”，近期他正计划
结合二十四节气和十二生肖创作推出新作品。

相比于非遗传承人化身“移动的文
化基站”，汉州版画的创新更像是一场静
默的革命。

汉州版画吸取了宋代版画、汉像砖的
精华，制作流程包括构图、勾线、刻板、涂
色和装裱，一幅作品的创作往往需要一周
左右时间。为了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传
承人马世明将原来复杂的版画流程进行
优化，在他的最新作品《再醒惊天下》中，
原来五彩的“浓妆”变成了单一色彩的“淡
抹”，画面中，一位游客驻足在三星堆文物
前，举着手机正在拍照。除此之外，马世
明也开始尝试三星堆图案的小幅作品创
作，这一系列的举措既降低了版画技术难
度，也易于普及。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智
慧，实则暗含了传承人对传统文化本质的
精准把握，是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具象化表
达。

创新，赋予了汉州版画旺盛的生命
力，而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非遗，则是非遗
传承人更深层次的精神突围。

“现在买我画的都是年轻人。一次
画展上，一位外地来德阳出差的年轻小
伙一次性买了 8 幅画，说要带回北京。
我也希望汉州版画能让他们更热爱生
活。”马世明说，除了艺术形式，汉州版
画的表现主题充满了“巴蜀味道”。“广
汉拉保保、向阳公社摘牌、春耕、舞龙灯
……都是来源于生活的灵感，画不尽身
边俯拾皆是的乡土生活。”马世明的新
作品《丰收》也极具广汉特色，画中，一
位戴着草帽的果农拿着一把梯子，身旁
是一大片桃林，脚下是一筐又一筐的桃
子。“这就是我根据在广汉松林看到的
场景创作而成的，很接地气。”在马世明
看 来 ，所 有 创 新 ，都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传
承。年轻的受众呼唤新作品，年轻化的
创作恰好回应了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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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让非遗““传下去传下去”“”“火起来火起来””

南丰南丰 破圈记破圈记
在今年举行的第六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在今年举行的第六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

艺术周活动中艺术周活动中，“，“汉州面具汉州面具””作为非遗项目展示作为非遗项目展示，，一一
亮相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亮相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不管是传统的不管是传统的““笑笑
脸壳壳脸壳壳”，”，还是火出圈撞脸还是火出圈撞脸““愤怒的小鸟愤怒的小鸟””的三星堆的三星堆
陶猪陶猪，，都让人感受到这样的非遗技艺既不失民俗都让人感受到这样的非遗技艺既不失民俗
特色特色，，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灵性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灵性。。

汉州面具来自德阳广汉南丰镇汉州面具来自德阳广汉南丰镇，，当地将其与当地将其与
汉州版画汉州版画、、汉州陶艺称为汉州陶艺称为““南丰三宝南丰三宝”。”。汉州面具汉州面具
曾是家家户户过年过节的曾是家家户户过年过节的““仪式感仪式感”，”，如今却在现如今却在现
代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被年轻人淡忘代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被年轻人淡忘；；而充满艺而充满艺
术家构思创作且通过制版和印刷程序产生的汉州术家构思创作且通过制版和印刷程序产生的汉州
版画版画，，也面临着创作周期长也面临着创作周期长、、市场竞争激烈等问市场竞争激烈等问
题题；；汉州陶艺以其精湛的手工技艺闻名汉州陶艺以其精湛的手工技艺闻名，，但在大量但在大量
机器制造和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下逐渐式微……机器制造和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下逐渐式微……

如何让非遗如何让非遗技艺既技艺既能传下去能传下去，，又能火起来又能火起来？？
多年来多年来，，广汉这个广汉这个““非遗小镇非遗小镇””不仅建设了全不仅建设了全

省首家乡镇级非遗艺术博物馆传承非遗技艺省首家乡镇级非遗艺术博物馆传承非遗技艺，，还还
正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正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破圈计划破圈计划”，”，让让非非
遗在遗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绽放出新的光彩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绽放出新的光彩，，重新重新
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人们的生活。。

汉州陶艺的跨国订单揭示了非遗技艺
“破圈”的另一种可能。传承人王万富的作
品不仅被国内不少博物馆收藏，不少还远销
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走向了世界。

走进王万富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他收藏的各种各样的陶制作品，犹如一个小
型博物馆。一套原创的三星堆文创茶具格
外引人注意，三星堆文物陶猪、金面具、
青铜太阳形器、神鸟等，以一种新的形
态出现在茶壶盖上，或在壶嘴、手柄
上。后院里，摆满了他制作的作品。

30 多年来，王万富通过手中的泥
巴将汉代陶俑尤其是“说唱俑”和三
星堆文物复原出来，并加以创新，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陶艺艺术品，在当地
被称作“汉州陶艺王”，在圈内的名气
也越来越大。“和不少博物馆合作过，
为他们制作一些文物复刻品或创新
的文创作品。”王万富说。

王万富的非遗文化输出不仅限于此，
当他在三星堆遗址教外国游客捏制青铜面
具时，文化输出变成了可触摸的体验经
济。“有时会受三星堆博物馆邀请为研学人
群或游客上体验课，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这项非遗技艺。”王
万富说。

守正，知所来；创新，明所往。非遗凝结
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生活智慧、共同情
感。如今的南丰镇，已将非遗元素植入基础
设施的毛细血管。建于2019 年的非遗艺术
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静态展示的场所，也是
互动交流学习的平台，并承担非遗青少年传
承教育基地职责等，成为颇受欢迎的研学胜
地。当小红书上的“打卡点”成为赋能非遗
传承的流量孵化场，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化
火种，正通过更为年轻的表达方式，让非遗
传承从师徒相授重构出新的可能，也让非遗
文化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赋能乡村振兴
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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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德阳传媒记者 王珊珊 汪巧 周梅 姜颖

广汉市金雁小学非遗博物馆广汉市金雁小学非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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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少才在广汉市
金雁小学上非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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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醒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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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万 富 的
陶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