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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79个非遗项目151位传承人，生存、传承是难题

  
  	
            
  
  
			  发布时间：
			  2020-08-20    文档来源：浦东文明网    

			

   
    　　近日，随着《关于公布第七批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印发，浦东新增18名区级非遗传承人。至此，浦东拥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79项，各级非遗传承人151人，数量均位居全市前列。然而，据记者调查发现，浦东非遗传承人中既有喜悦，也有忧愁，还有面临困境：产品没市场，行当被淘汰，本事无人学。面对困境，部分传承人已在主动求变，一改传统的家族传承和产品推广模式，而还有一些传承人仍需全社会帮扶，才能将浦东“老底子”，原原本本传给下一代。


 


　　忧虑


　　市场变了 生存难了


　　在叫卖声不绝的书院镇集贸市场旁，一条少有人光顾的小弄堂口上，有一间简陋小窝棚，里面端坐着一位耄耋老人，常年“摆弄”着榔头、尺规、凿子、手钻等工具。他就是市级非遗项目——“杆秤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潘仁官。


　　潘仁官从16岁起师从父亲学习杆秤制作技艺，靠此营生已有整整60年。定“叨口”、安“叨子”、铜皮包焊、装“铁钩”、校秤定星、钉星花、打磨上色、安提重绳……潘仁官制作一杆秤依然要花2个多小时。小窝棚的四周，挂着几十杆大大小小的秤：小的可称5公斤，标价40元；最大的可称225公斤，“特价”880元。


　　“生意比起去年、前年，还是差了不少。” 潘仁官介绍道，如今每天卖掉的秤少则一两杆，多则三四杆，下雨天基本“清零”，月收入不过3000元。而在10年前，他每天能卖掉十几杆、二十杆秤，他的老伴也在临近的万祥镇帮忙卖秤，单日合计收入常常可达3000元。对于销量骤减，潘仁官心如明镜：“现在市场都用电子秤，木杆秤没人用了。”


　　当下，市场监管规定必须要用电子秤，即便是紧邻的书院镇集贸市场都是如此。传统杆秤已退守到极小众领域：除了中药房、金店外，有些上海人家乔迁新居，还是会向潘仁官买杆秤，寓意“称心如意”。当然，这些生意不仅量少，也极不稳定。


　　“没生意，就没人学。”至于还有多少同行，潘仁官掰起了手指头：“有个96岁老人，做不动了；我师兄，去世了；我儿子也转行了……南汇做秤的本地人，就我一个了。”他以南汇话一声叹息：“我再做10年，‘黑天’啊嘚！”


　　与七旬潘仁官境遇相仿的，还有惠南镇的70后祝军。作为今年最新认定的“浦东喜庆剪纸习俗”代表性传承人，祝军在20多年前的剪纸收入，有时半个月抵得上别人一年工资。21世纪初，他一度在上海城隍庙开设一家剪纸商店，但很快遭遇一个强劲对手：更便宜、更高产的机械印刷和电脑制作剪纸。祝军回到浦东南部地区，在为民间婚俗、商店开张制作喜庆剪纸的同时，还在祝桥镇关帝庙中，从事丧俗纸扎凿花和剪纸品制作。对于获评传承人，祝军未见多少欣喜，反而是沉甸甸的忧虑感，他坦言：“现在没有过去的文化环境和市场条件了。单靠剪纸，年轻人生存不下去，也就很难学出师。”


　　探索


　　政府“发钱” 职校“收徒”


　　“当年我学生意，是要跟师傅白做三年。现在小年轻学生意要工资，我付不起。”潘仁官直截了当地说。“杆秤制作技艺”濒临失传，他希望由政府出钱，让年轻人能够安心学艺。


　　记者发现，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浦东三林镇，对于辖区非遗传承人的扶持办法中，早有此类创举。近年来，三林镇文化服务中心以编外人员的聘用形式，对“龙舞（浦东绕龙灯）”“瓷刻”“海派盆景技艺”等项目多名处于退休年龄的非遗传承人，每月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以刀代笔，以瓷当纸的“瓷刻”，是张宗贤的家学，并从晚清传承迄今。作为非遗传承人，张宗贤的工作室就位于三林老街的文昌阁内。游客走进这幢飞檐翘角的传统中式建筑，就能欣赏到琳琅满目的瓷刻作品。瓷盘上刻画的内容有书法，有十二生肖，还有包括张宗贤本人在内的上海非遗传承人群体。


　　“用‘瓷刻’表现100名上海非遗传承人，是上海市文旅局交给我的任务。”今年年满70岁的张宗贤表示，“政府给我们付工资了，我们非遗传承人就应该给社会多留作品。”他介绍，三林镇文化服务中心还主动联系大中小学校，一方面为非遗传承人寻找走进更多校园，传播推广非遗文化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他们通过讲课增加一份收入。更令张宗贤感到欣慰的是，三林镇做事十分“上路”，他的徒弟王英，也能获得一份相当于最低工资的补贴。


　　“我和张老师认识十几年了，最近三四年，我正式拜张老师为师学习‘瓷刻’。”王英说道。文昌阁内，游客同样可以欣赏到王英的作品。她坦言，制作‘瓷刻’最忌浮躁，除了艺术研习上的难度，更怕学习“瓷刻”这项非遗艺术养活不了自己，自己一度也想过放弃。直到三林镇文化服务中心给予支持，向她发放“工资”后，解决了后顾之忧。王英坚定了学习下去的信心：“学习与发扬‘瓷刻’艺术，就是我目前的正式工作。”


　　对于教徒弟，张宗贤充满了干劲。最近，他联系上了上海市群星职校，预计在下半年就会前去开班教课。“非遗传承，要靠哪些年轻人？比起自己的子女，或者大学生，我看还是职校生更加合适。”张宗贤清晰意识到，非遗传承人的眼光要更加现实，收徒不能“好高骛远”，应该主动拥抱职业教育，让非遗从一家之学，变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并培养出一批能靠非遗谋生的年轻人。“徒弟们一定要赚钱。”张宗贤不避讳地说，“没有经济效益，‘瓷刻’是不能发展的。”


　　创新


　　推陈出新 非遗上“云”


　　事实上，浦东如今的非遗传承人群体，既非大众印象中的“白发苍苍”，也非不求回报的“一味付出”。151名浦东非遗传承人中，80后有7人，90后也有1人，传承项目有“琵琶艺术·浦东派”“兰花栽培技艺”“针灸疗法（杨氏针灸疗法）”等，非遗技艺成为他们大部分人的主业。


　　在最新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中，就有1986年出生的金瑞军。作为“三林酱菜制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在三林老街上经营的三林老字号酱瓜店，是“舌尖上的浦东非遗”的招牌之一。从上幼儿园起，金瑞军就跟着大人学做酱菜，17岁时正式以此为职业。


　　在金瑞军看来，制作三林酱菜是一个辛苦活，不同的时间做不同事情，既“靠天吃饭”，也需要丰富的经验。目前正处于多雨的黄梅季节，不适合腌蔬菜，更适合做酱。酱的原材料主要为面粉，时下就很适合任其自然发酵。“腌制酱菜时，特别怕下雨，总是提心吊胆。如果不注意，一缸甚至更多酱菜就这么‘报废’了。”他说，除了保证酱菜缸不渗水外，还需要经常翻缸和日晒。


　　“过去，很多同龄人不理解：‘你小小年纪，怎么在做酱菜？’现在质疑少了，我的家人也常来店里帮忙。”金瑞军笑着说，“卖酱菜还算能赚点小钱。”他表示，虽然现在经济条件改善了，早餐的种类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人们还是把酱菜看作是最熟悉的味道。即便是年轻一辈，许多人依然时不时选择吃一段酱菜泡饭。金瑞军认为：“大家的生活中，传统酱菜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发扬非遗不仅靠老经验，也得靠新思想，金瑞军就发挥了年轻人敢闯敢拼的优势。近期，他尝试用三林的另一种非遗食品——三林崩瓜为原材料制作酱菜。崩瓜皮太薄，腌酱菜很难获得嫩脆的口感，过去少有人去“跨界”，但是金瑞军卯足了劲展开技术攻关。此外，金瑞军还在淘宝上开设网店，他笑着说：“开网店我没有团队，就我一个人在‘小打小闹’，但至少每天都有人来买。”


　　记者发现，除三林酱菜外，还有高桥松饼、龙潭酒酿、牛肚咸菜、三林崩瓜、凤露水蜜桃等10余种浦东非遗食品，在不同线上平台开设网店。三林本帮菜、下沙烧卖、周浦羊肉等非遗食品食肆，则广布在浦东的街头巷尾，为城市街头增添“烟火气”。在非遗传承人坐镇之下，无论是转战淘宝还是微店，无论是依时令还是创新食材内容，它们不仅为非遗技艺赋予全新内涵，让非遗传承人过上小康生活，也让“舌尖上的非遗”与普通市民走得更近。


　　展望


　　拥抱机遇 开拓市场


　　记者从浦东新区非遗保护中心获悉，浦东新区自2006年起，对辖区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始立项进行抢救保护。截至今年6月，全区现有79个项目已列入保护名录体系，涵盖传统技艺、民俗、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医药等非遗10大门类。在全区36个街镇中，已有29个街镇立项保护，覆盖率为76%。其中，有8项列入国家级名录，35项列入上海市级名录，36项列入浦东新区区级名录。


　　全区现有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1名（9人已去世），其中国家级5人，市级46人，区级100人。现有市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5个，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13个，区级非遗保护传习所9个，涵盖学校、社区、文化团队等各个领域。


　　为非遗传承人找徒弟，浦东相关职能部门也做出了努力。国家级非遗项目——“上海绒绣”，长期面临着传承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传承人平均年龄已达60岁。“上海绒绣”国家级传承人唐明敏曾许下心愿：“大家都在问我徒弟在哪里？我的梦想就是趁眼睛还能看，体力还行的时候，找一位接班人。”


　　为此，今年浦东启动了“上海绒绣振兴五年规划（2020—2024年），内容包括在高桥镇建立上海绒绣振兴示范基地，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立非遗重点实验室，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建立上海绒绣培训基地，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建立共同保护和研究基地，还包括与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联合建立实训基地。实训基地将积极推行现代学徒制，在传承人队伍中实行师徒带教模式，即国家级带市级、市级带区级、区级带街镇级。此外还将推出青年人才扶植计划，鼓励技艺精湛、符合条件的中青年人，申报并进入“上海绒绣”传承人队伍，挖掘和培养新生力量，形成合理梯队。


　　非遗不能成为存在于博物馆里的古董，唯有真正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方能源远流长。此外，为改变浦东非遗产品势单力薄、合力不足的状况，新区也打造了集中展示平台。近期，“浦东文化”微信公众号上线“浦东记忆”小程序，小程序设立浦东首个非遗产品集成式线上销售平台——涵盖20多种非遗产品的“非遗集市”， 提供购买地址、联系方式或其他购买链接。“非遗集市”的功能还将继续开发完善，未来还计划上线浦东非遗微店或淘宝店，替浦东非遗产品一起来“吆喝”。


　　新区还推动非遗保护单位与优势企业合作，将非遗产品开发为非遗文创产品或非遗伴手礼。非遗传承人则被鼓励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对非遗产品的开发，进而在保持非遗项目“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走出非遗产品社会化开发的新路径，积极探索非遗项目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创新。


　　而针对一些明显难以融入现代生活的非遗项目，新区非遗保护中心也正视这一状况，于今年启动抢救性记录工程，搜集文献、视频、音频等内容，建立完整的非遗数据库，让非遗传承人的“绝学”不被遗忘，留待后来人“兴亡继绝”。


信息来源：浦东时报


责任编辑：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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