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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曹永胜

手捏一小撮糖泥，短短几十
秒，依靠嘴和手，就能制造出龙、
鼠等千姿百态的“真空”动物，甚
至 还 能 制 作 苹 果 、梨 等“ 真 空 ”
水果。

这就是吹糖人。听起来神乎
其神，不亲眼见识一番确实无法
相信。如若亲自尝试一下，便能
体味到这项非遗的独特魅力。

6 月 10 日 ，第 六 届 中 国 成 都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在
四川省内江市展馆的“黄氏吹糖
人”展位前，传承人黄祖全正热情
地为大家表演。他一边乐呵呵地
介 绍 ，一 边 搅 拌 熬 制 好 的 黄 色
糖稀。

用拇指和食指把糖泥捏成窝
状，黄祖全熟练地将糖泥拉成细
条。细条越拉越长时，他却轻轻
用食指将细条弹断了。把最细的
一端放在嘴里，粗的那一头则捏
在手里。只见黄祖全手里粗的那

头渐渐变大变圆，两只手则有的
放矢地拉扯着糖泥。几十秒后，
一 只“ 老 鼠 ”便 从 在 他 手 里 诞 生
了，形象逼真，惟妙惟肖。

“ 师 傅 ，可 不 可 以 让 我 试 一
下？”一名来自天津市的游客禁不
住上前体验一番。

可看似简单的吹糖人制作，
却把游客难住了，几次尝试均告
失败，怎么也吹不出自己想要的
动物形状。

笔者也决定吹一个苹果。黄
祖全把弹断后的糖条交给我，并
再三叮嘱，动作要快，一边吹，一
边用手捏成自己想要的形状。我
把细的糖条含在嘴里，使劲吹气，
边 吹 边 转 ，糖 泥 渐 渐 变 成 了 圆
形。眼看一个苹果就要诞生，笔
者松了一口气。圆圆的苹果突然
就变成了“扁”果。第二次尝试，
苹果又吹成了长长的丝瓜。

黄祖全告诉观众，“吹糖人很
讲究时间的把握，过了最佳的那
一两秒钟，就吹不出来了。同时，

还不能吸气。”
“我觉得吹糖人的体验性很

好，应该好好地传承下去。”这名
天津游客表示，自己以前见过的
糖人是画出来的，这个是立体的，
技术要点大不相同。“体验之后，
便爱上了这项非遗艺术，成为吹
糖人的粉丝。”

吹糖人和捏糖人、糖画不同，
吹糖人是立体的、空心的。最重
要 的 技 巧 是 快 和 巧 。 短 短 几 十
秒，不经过长时间的勤学苦练不
可能吹出随心所欲的形状。

黄祖全介绍，吹糖人具有很
强的民俗色彩和文化内涵，有极
强的艺术观赏价值，尤其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相传唐代以前就有
了吹糖人，早期流传于中原及西
北广大地区，至清代始传入四川
省内江市。不仅可以吹出动物、
水果，还可以吹出生活用品和儿
童喜爱的各种玩具，更有各种民
间传说和故事蕴含其中，如二龙
戏珠、猴子捞月等。

若干年前，我还没有从事非遗保护
工作。一天一位亲戚来我家，给我们带
来一只卤兔子。卤兔浑身都是芝麻，香
味扑鼻，吃起来外酥里脆，入口即化。之
后，这味道我一直念念不忘。后来从事
非遗保护工作，遇见了似曾相识的味道，
我才知道原来那种兔子的制作技艺是一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事非遗保护工作后，有一次，与朋
友聊起非遗，出租车司机搭话问，这个城
市有非遗吗？我立即肯定地回复了他，
还列举了一种非遗食品。司机笑着问，
那个也是非遗？我说，是啊，就食品本身
来说不是非遗，但它的制作技艺是一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多时候，我们一直竭力宣传非遗，
但由于种种原因，宣传推广只限于政府
层面，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还远远不
够。什么是非遗？哪些是非遗？怎样保
护非遗？… …这些知识不能只有非遗
保护工作者掌握，还应向公众和社会进
行普及。

非遗的传播忌走两个极端，一是沦
为纯商业行为，以兜售非遗手工艺品或
非遗演出门票等为目的；二是过度打悲
情牌，对非遗传承现状一味卖惨。真正
的非遗传播，应注重对非遗项目的内涵
挖掘，比如项目的传承历史，项目在昔日
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生过的相
关历史故事。传播就是要让今人在非遗
项目中，触摸到一段有温度、可感知、能
共鸣的前人悲欢。

当然，非遗不只是怀旧载体，更是根
植于公众生活的元素；传承和保护的宗
旨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与时俱进。多
年前，各项非遗技艺的诞生、发展，源于
公众的喜爱和需求。如今，要传承、想被
接纳，更要寻找到与当下公众生活新的
契合点。

以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华阴老腔为例，这种极具地方
特色的唱腔长期处于濒危状态。然而，
2016 年，歌手谭维维和华阴老腔艺人在
央视春晚演唱了《华阴老腔一声喊》，城
市摇滚和黄土地老腔的激情碰撞，让年
轻观众直呼“嗨到屏幕炸裂”。从此，华
阴老腔被更多人熟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第九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同时，第十四条规定，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
遗产调查。可见，法律也在倡导公众参
与非遗保护。

当下，非遗保护常常依靠政府，但从
深层次和长期看，笔者认为，主要要靠公
众和社会。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和文明
程度，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在公众对文化
活动的广泛参与和保护上。非遗是民族
文化的精华，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千万不要让未来无非遗可保护，那
将是整个社会和人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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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和现代生活如何取舍？

相融相生 结伴而行

讲述人：尹占群 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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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如何融入人们
的现代生活？作为一座有着
丰厚历史文脉底蕴的城市，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苏州
对此有着丰富的经验。14.2
平方公里的古城里，生活着
二三十万人，不能大规模搬
迁，又要过现代化生活，城市
建设也不能全部封存，拒绝
一草一木的动用。矛盾该如
何化解？在近 30 多年的古
城保护与实践中，苏州古城
遗产保护的得与失紧扣“文
化 遗 产 如 何 与 现 代 生 活 相
融”这个主题，积累了很多经
验与教训。

VRVR技术引入文化遗产旅游技术引入文化遗产旅游

2010 年，苏州市政府部门曾开展入户调查，发现
老城区的百姓家中还有 23568 个马桶。这些马桶是以
前落后时期使用的，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提升生
活品质，苏州准备启动“改厕工程”，花 3 年的时间消灭
马桶。

但是，有专家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古城保
护不仅要保护城市的格局以及丰富多彩的物质遗产，
还要保护无形的东西，比如原有的生活方式。马桶就
是原来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能全
丢掉，应该要部分保留。

然而，这种观点老百姓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跟现代
城市生活不相适应，跟文明城市的创建、建设，跟全民
建成小康社会也不相融，因为旧式马桶每天都需要专
门倾倒和冲洗，使用起来十分不便。

最后，为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改厕工程还是上马
了。但是马桶的争论引起了政府管理者与学者的思
考，那就是该如何对待、理解、把握历史文化名城？在
我看来，历史文化名城首先是一座城市，是人生活的地
方，它承载着城市所有的功能和需求，要现代生活，也
要发展。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历史文化名
城，有很多遗产需要爱护、敬畏和保护，因此有很多的
限制。

如何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结
合起来，把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相融相生、结伴而行，
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现在，遗产保护中存在两个极端：一种是不珍惜、
不敬畏，拆的太多，伤害的太多；还有一种是什么都不
能动，都是遗产，不管价值大小都要保留下来。但是，
如果保护影响到了民生，影响到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保护还有力量吗？

放大到苏州古城的保护，整体来看还不错，以游客
的角度看很有味道，但是苏州人不肯住在里面，都跑到
新区住，把老城留给外来的民工住。苏州古城现在被
戏称为“穷、老、外”的天堂，就是穷人、老人和外地人。

如果一个城市不宜居，它是没有活力、没有前途
的，保护也是不成功的。在我看来，遗产保护应结合 5
个方面的力量，一是政府部门，包括文物部门、城市规
划部门；二是专业机构和专家团队。这两个力量在遗
产保护方面是主要力量，但单单靠这两个力量是不够
的，还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公众的力量以及利益相关人
的力量。

在“改厕工程”中，使用旧式马桶的古城居民是利
益相关人。如果他们对遗产保护不理解、不支持，那我
们的保护就很难达到效果。遗产保护应该兼顾民生，
将多方面力量结合，让遗产的价值展示在社会面前，让
利益相关人能感受到遗产是有价值的，激发其内在的
保护愿望，这样的保护才能走得远，而不是形式。

老城区旧式马桶该保留吗？

21 世纪初，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新建博物馆，这
是苏州市的重点项目之一。然而，博物馆建设，从选址
到建设都处在公众密切的关注与讨论之中。其新馆位
于历史保护街区范围，紧靠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和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平天国忠王府。有人担心，新
建博物馆能不能与苏州古城风貌相协调，特别是在毗邻
拙政园和忠王府的区域内，到底会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担纲新馆设计的是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考
虑到苏州是历史文化古城，博物馆建设一定要包含苏
州传统的元素，与苏州整体的风貌相协调，同时也一定
要是个现代建筑，体现当代建设设计的风采。贝聿铭
为新馆确定了一个“中而新，苏而新”的设计理念，设计
原则上要求“不高不大不突出”，形态、色彩要和周围建
筑保持一致，庭院处理上，保留了很多和苏州园林相似
的地方，但又不是照搬过去的形式，而是将许多苏州传
统的东西通过新的方式表达出来。

比如，在新馆建筑的构造上，贝老大量使用玻璃，
采用开放式钢结构，现代的钢结构替代了苏州传统建
筑的木质材料，由几何形态构成的坡顶，既传承了苏州
城内古建筑纵横交叉的斜坡屋顶，又突破了中国传统
建筑“大屋顶”在采光方面的束缚，充分体现了“让光线
来做设计”的理念。

再比如，假山怎么堆？贝聿铭认为，传统园林的假
山已经做到了极致，后人是无法超越的。因此，他没有
用太湖石，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泰山的石头，在北国
山水画意的启发下，以和拙政园相邻的一面白墙为背
景，在前面以石片作为假山进行堆摆。堆摆方式也不
一样，古人上下堆，他前后左右堆。古人的假山是一幅
山水画，贝老设计的假山也是一幅山水画，只不过这个
假山既传统又现代，既古朴又时尚。

苏州的古城是春秋的，但是现在的格局是宋代的，
留下来的建筑是明清的，生活的人是现代的。新建建
筑能否与古代建筑做邻居？现在，苏州做得比较多的
是所谓的新苏式建筑，就是模仿明清建筑的建筑风格，
如粉墙黛瓦，当然这跟传统风貌是协调的。但是，这是
不是我们唯一的方式？贝老设计的博物馆给了启示，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设计建筑。所谓的协
调，不一定非得是照搬原样，也可以创新。关键比例要
恰当，风格要传承，有时候，反差也是一种协调。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建筑。现代人做现
代建筑，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当然，这是需要设计的，
也是很难的。但是贝老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这让后来人有了可资参考的范本和经验。

现代建筑要与古建筑群做邻居？

吴大澂故居能不能开饭店？

在苏州凤凰街和沈衙弄交会处，有一座坐西朝东、
古色古香的建筑，三开间高轩大屋，正中悬挂着“明楼”
的匾额。南面并列着还有 4 间平屋，也都悬挂着“明
楼”的匾额，它就是晚清著名金石学家、湖南巡抚吴大
澂的故居。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故居当时的业主提出想开饭
店。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很多反对意见。一是说不能
开饭店，因为《文物法》对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纪念
建筑物或者古建筑，其用途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倡导
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等，其他用
途则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二是说开饭店可能使用明
火，对古建筑安全造成隐患。

相当多的人包括审批部门，并不同意吴大澂故居
业主开饭店。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可以开饭
店。苏州市文物部门对此做了调研、研究、讨论，最后
同意了。因为在考察中发现，吴大澂故居如果改作博
物馆没有条件，没有东西，没有内容，原本就是个民居，
开辟旅游场所也不合适。

像这样的遗产，修好了总是要让其用才有价值。
本来，开饭店最大的担心是明火的使用隐患，政府部门
就建议其厨房另建，并且要符合消防验收的要求。此
外，文物部门还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尽可能展示原有
建筑的文化内涵。业主接受了这些意见，饭店开得非
常成功，已经开了 20 年。这个例子也成为了经常被讲
述的经典案例，因为涉及到文物建筑到底应该怎么使
用的问题。

在苏州，关于古建筑的管理，大家形成了共识，就
是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提倡以公益性质加以
利用。但是，如果不具备条件，也不能荒废着，什么都
不做。我们定下了 3 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不能伤害文
物本体，二是不能有安全隐患，三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展
示建筑遗产的价值。在这 3 个原则的指导下，苏州列
入保护序列的遗产，有开饭店的，有做民宿的，也有做
酒吧的，当然也有做博物馆、民俗馆的，在市场化的环
境下，效果都很好。

我国的历史遗产丰富多
样，有名城、名镇、名村等类
型。如何使它们回到人们的
生活，是各界人士一直思考的
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是
如何以更形象生动的方式，展
示多样化的历史文化内容，使
游客获得更强烈的互动感、参
与感以及拥有差异化的体验。

遗产大多是历史或文化
场 所 ，要 营 造 时 空 穿 越 的 感
觉，VR 新技术可以成为一个
纽 带 。 VR 技 术 历 经 数 字 化
管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决
策和虚拟现实交互等几个发
展阶段，现在形成了几个非常
关键的技术，帮助人们达到以
上目标。一是 VR 虚拟现实
技 术 ，可 以 提 供 沉 浸 感 的 体
验；二是 AR 增强现实，提供
互动；三是全息投影，可以实
现在家中就把历史人物或历
史 事 件 带 回 到 人 们 的 生 活 。
而这又需要物联网传感设备、
数字可视化技术、地理信息系
统以及可互动的内容制作等
先进技术。

目前，这些技术可以开发
出游戏、影视、模拟训练，教育
等视觉类或触觉类等不同类
型的互动方式，精确还原遗产
的原真性；不受遗产周围的空
间 限 制 ，大 规 模 服 务 受 众 群
体；交互性强，保护遗产本体
不受伤害；实现技术与文化的
结合。

类似的产品已经出现，但
还不够成熟，应加强交互性，
进行丰富的历史场景再现，在
这个过程中，进行文化价值和
历史价值的挖掘，进而带动城
市和历史街区的差异化旅游。

””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林文棋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林文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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