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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庭若市，门可罗雀，再绽华彩……恭王府再次走入聚光灯下，散发着———

永不消逝的非遗荣光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立冬朔风，北京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按时
开门迎客。

“来来来，看看和珅住的地儿！”操着各地
口音的游客随着手拿小旗子的导游迈进了这座已
有200多年历史的府邸。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金丝楠木搭建的
二层仙楼，嵌螺钿的广式座椅，雕刻别致的西洋
园门，王府昔日荣光穿过历史云烟，在此起彼伏
的讲解声中，一次次闪烁发亮。

殊不知，除此之外，恭王府博物馆还备下了
厚礼，等待游客检阅。

非遗展成了王府新亮点

“一天，一位可爱的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
阿姨，你的茶叶快要糊了，都冒热气了。”小刘
笑着说，“其实，那不是在煮茶，是用蒸汽将晒
干茶叶蒸软。”

“原来，普洱茶的制作有这么多讲究！”张
娅是新加坡籍华人，20年前，因丈夫工作调动，
离开家乡南京，留在了新加坡。“在外用餐时，
和朋友必点普洱茶。因为听说喝普洱，可以减
肥。”张娅告诉记者，她才知道普洱茶一定来自
云南，“其他地方产的茶叶都不是普洱茶”。

普洱为佳茗，制法亦独特。2008年，普洱茶
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普洱熟茶渥堆技艺精品展的展厅中，解说员
小刘正在向游客讲解普洱茶史、茶歌民俗、传统
技艺、特色产品和养生功能。“普洱茶精选云南
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采摘、晒青、萎凋、
杀青、揉捻等十几道工序，并运用渥堆发酵技艺
精制而成，其制法独特，冲泡精细考究，在中国
茶文化中独树一帜。”张娅听得很仔细，不时追
问，表达心中的疑惑。

“渥堆是什么？”
“渥堆是决定熟茶品质的关键，曾经列入国

家保密工艺技术。将晒青毛茶堆放成一定高度，
然后洒水，上覆麻布，促进茶叶酵素作用的进
行，使之在湿热作用下发酵24小时左右，待茶叶
转化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摊开来晾干。这就是渥
堆。”

“五年前，我弟弟带了一块普洱茶饼给我，
现在是不是已经过期不能喝了？”

“普洱越陈越香，如果储存得当，在储存3
- 5 年时，茶感达到高峰期。但储存条件要求
高，要避免杂味感染、避免日晒风吹，且温度和
湿度适宜。如果您家里的普洱茶保存良好，现在
可以慢慢品尝。”

“都说普洱有减肥的功效，熟茶和生茶哪个
效果好？”

“熟茶减肥效果更好，经过渥堆发酵转化，
形成多种有益菌群，可以提高酵素分解脂肪。”

……
展厅茶香弥漫，西南角的一只蒸锅里，腾起

阵阵白汽。“一天，我正在给一批游客讲解制茶
流程时，一位可爱的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阿
姨，你的茶叶快要糊了，都冒热气了。”小刘笑
着说，“其实，那不是在煮茶，是用蒸汽将晒干
茶叶蒸软。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制茶工艺，将
茶叶蒸软后，游客可以亲自将茶叶放入不同模具
里，体验压制茶饼的过程。”

“茶文化博大精深，没想到，在恭王府竟然
有机会了解到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张娅兴奋地
说，“回新加坡后，我一定会跟朋友们分享我学
到的茶知识，向他们介绍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多么奇妙！”

“彩云之南 普洱陈香”普洱熟茶渥堆技艺
精品展9月23日开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
迎来了25万观众。

恭王府博物馆眼下不只一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在王府西路，“芥子纳须弥 核雕藏大千”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核雕技艺精品展———
潍坊核雕篇正在精彩上演。

“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
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古代
名篇《核舟记》中的描述一一再现。透过放大
镜，游客可清晰地看到《马拉轿车》《核舟》等
作品，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小到一扇窗户，
都是可以被推开的。

“可是，这座清代王府，怎么会设有这么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路尽头的柳暗花明

“一个府邸，修缮得再完好，也无非是个物
质空间，想要尽可能复其原貌，必须要将其内在
的精神活动加以复原，还原其内在的生命力。”

太阳升起，阳光洒在恭王府东墙上，三块名
牌光彩熠熠，从西到东分别是：国家一级博物

馆、AAAAA国家级旅游景区、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保护基地。

“说起恭王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不
得不提，恭王府重现光彩的坎坷经历。”文化部
恭王府博物馆馆长孙旭光说。

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萧王府的银子
用斗量。据了解，清朝268年的历史，留存于北
京的大小王府100余座，因历史原因，有遗址留
存的王府不足20座，大部分是断壁残垣，或挪作
他用。只有恭王府保存最为完整，也是除颐和
园、圆明园等皇家园林外典型的私家园林，被誉
为“城中第一佳山水”。

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恭王
府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坐落在
什刹海西南角，掩藏于一条静谧悠长的街巷之
中。

这里曾是一代权相和珅、恭亲王奕 、民国
书画大家溥心畬等人的私人居所，见证了清朝由
盛转衰的历史；这里曾是辅仁大学、中国戏曲研
究院、中国音乐学院的校舍，胡适、陈垣、鲁
迅、叶嘉莹、周汝昌等著名学者在这里传道授业
解惑；这里曾是新中国音乐、美术、戏曲艺术的
汇聚之地，梅兰芳、程砚秋、黄宾虹等大师都曾
在此工作。

“1962年，周恩来总理会同一批著名专家视
察恭王府，首次提出：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
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
期间将此事郑重委托给我。”《谷牧回忆录》记
述了恭王府保护与开放被提上日程的经过。据统
计，为实现恭王府全面开放，这里先后搬走9个
单位，200余户居民，共拆除非古建及临建房间
1843间，面积达29321平方米。

“2008年8月20日，经过30年的努力，恭王
府向世人敞开大门。然而原有陈设荡然无存，旧
藏流失殆尽，仅剩下1 0 0 0间空屋子和8 8 2件
（套）藏品。许多观众趁兴而来，却怀着遗憾甚
至不满而归。作为人们了解清代王府的孤本，恭
王府究竟该以怎样的面貌迎接来客？”

新的难题摆在面前，恭王府的荣光究竟何时
才能再现？

“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有两类，一类是物质
遗产，另一类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物质遗
产相对匮乏，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是
另一条光明大道。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
的。”孙旭光介绍。

“孙旭光主任大鉴：奉到华翰，承蒙不
弃，对于创立‘海棠诗社’一项再次下问拙
见，谨陈数端如下……”2 0 1 0年5月，恭王府
管理中心收到红学大家周汝昌来信，倡议在恭
王府重新设立海棠诗社，“一个府邸，修缮得
再完好，也无非是个物质空间，想要尽可能复
其原貌，必须要将其内在的精神活动加以复

原，还原其内在的生命力”。
“恭王府的诗词文化由来已久，海棠诗社活

动也是恭王府的定制。”孙旭光告诉记者，自和
珅、恭亲王奕 ，再到恭亲王后人载滢、溥儒，
这些有史可考的恭王府历任主人，都有诗词集注
或诗篇传世。辅仁大学时期，更是留下了多部
《海棠诗集》。

2011年5月，海棠花开时，恭王府迎来了久
违的诗会，国内众多诗词大家、学者及艺术家汇
聚于恭王府辛卯“海棠雅集”，依韵唱和，吟诗
作赋。从此，停滞多年的海棠诗会再次绽放光
芒。

海棠雅集、中秋寄唱、端午诗会……恭王府
通过梳理历史脉络，重新挖掘府中文化盛事，并
结合中国的时令和民俗，推出了众多文化活动，
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中国人文之美再次搬上
了时代的舞台。

除了向内挖掘王府文化，恭王府博物馆还将
目光投向了府外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恭王府全面开放当年，江苏省昆剧院在大戏
楼上演《浮生六记》，自此，立起了“良辰美景———
非遗演出季”这块招牌。今年6月11日，第十届演
出季如约而至，还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恭王府博物馆的非遗元素还呈现在一道长约
百米的“中华传统技艺精品长廊”。

2013年6月，恭王府博物馆成立“中华传统
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项目，那条吸引众多游
客的长廊就是研究成果展。

“已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19
项名录中，传统技艺类项目有 2 1 2 项，占比
17 . 4%；两批扩展名录311项名录中，传统技艺
项目有52项，占比16 . 7%。”恭王府中华传统技
艺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孙冬宁说，“传统技艺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了中华
民族民众生产、生活、艺术审美的活态文化体
系，承载着民族的造物智慧、审美意识、技术能
力、伦理观念，积淀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结
构、精神诉求乃至集体记忆。因此，如何来界定
传统工艺的性质，如何来对它进行保护与规划，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十分重要的一项课
题。”

正是抓住了传统技艺和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
这一特点，恭王府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和展示，让
非遗走近现代生活。孙冬宁告诉记者，他们把传
统技艺分为传统织染绣技艺、传统建筑营造技
艺、传统家具制造技艺等十八个门类，通过艰苦
的田野考察活动，科研攻关，取得了大量宝贵的
第一手资料。目前传统技艺十八个门类的科研课
题还在进行中，今后会作为非遗研究成果向社会
公布。传统年画展、传统皮影展、传统藏茶制作
技艺展、传统青茶制作技艺展、传统明式家具制

作技艺展、传统木雕制作技艺展等多个门类的
非遗大展已相继在恭王府与游客见面。

今年截至目前，恭王府已举办12场有关年
画、苏绣、剪纸、核雕、制茶等多个主题的静
态展览和传承人现场展示活动，42场关于苏州
评弹、诸城古琴、非遗服饰秀等动态展演和活
态展示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往恭王府
参观和参加非遗活动的人数已超200万人次。
诚如孙旭光所说，恭王府要打造的是“不落幕
的非遗博览会”。

非遗展览就是课题调研

4位年轻小伙子被称为中华传统技艺研究
与保护中心的“F4”，这里的“F”不是花样
美男，而是“非遗”的简称、“非常辛苦”的
代名词

“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是整个团队
长达数月甚至一年课题调研与资料总结的结
晶。”孙冬宁告诉记者，正在举行的普洱茶渥
堆技艺展，从前期搜集资料、实地调研到材料
筛选、布置展厅，用时7个月，去云南实地考
察，就先后去了4次。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开
展，恭王府形成了“以展促研、以研促展”
的工作模式，即以举办非遗展览展示活动促
进并加强专项领域的研究和研讨，以非遗研
修交流、梳理宣传、艺术再造带动、提升非
遗专项展览的影响力。从前期项目调研、布
展设计、现场活动、研究研讨、研修交流，
到后期梳理收藏，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非遗
展览展示模式。在科研力量上，15位国内知
名专家组成恭王府非遗工作的专家团队，
“展览展示+科研配套+学术梳理”办展方式
在国内独树一帜。

“今年，我们启动了传统家具制作技艺课
题研究，对京作、苏作、广作等项目进行学术
梳理。传统工艺振兴案例研究项目则是对工艺
美术、老字号类项目进行个案研究，传统年画
研究项目是按西南、华北、华东等年画产地进
行个案研究。”恭王府博物馆副馆长陈晓文总
结道。

张超、刘九丹、许立栋、卢坤，4位年轻
小伙子被称为中华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的
“F4”，这里的“F”不是花样美男，而是
“非遗”的简称、“非常辛苦”的代名词。他
们在团队中承担着展览设计、现场布展等重
任，锤子、螺丝刀、铁丝这些本不是常见的办
公工具，却出现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他们长期工作在田野调查和策展布展的
第一线，“让观众看得懂非遗”是他们布展

的首要原则。“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
脑海中闪现的往往是实物，而我们侧重展演
展示的是技艺，就是制作的过程。所以，将
学术性、艺术性、趣味性融合进展厅，引导
观众从头看到尾，是我们布展的目标。”他
们还分享了几个布展的小心得，“图文并茂
会更生动些，选择图片时，倾向视觉冲击力
大的作品。空间分布要合理，对展柜、展板
的尺寸细致把握，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里，
多而不杂地呈现非遗知识。关键位置放重点
突出的内容，连续性展现的内容切勿断裂，
否则影响观展效果。”

《“影舞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皮影精品展示展演特辑》于今年8月份出版
上架，这是对2 0 1 5年文化遗产日当天推出的
“影舞人生——— 国家级非遗皮影精品展”成果
梳理与汇编。短短28天展期，参观人数达20余
万人次，观众为该展留下整整4本留言册，倾
诉着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瑰宝的赞叹和
自豪之情。开幕式中的嘉宾发言、入展作品的
清晰照片、学界专家的研讨建议、调研团队的
感悟心得和活动现场的精彩瞬间，悉数记录其
中。据了解，恭王府博物馆编辑出版了“中华
传统技艺”学术成果5卷，“影舞人生”是其
中之一。

上个月，山西省忻州市多了一所传统工艺
工作站，这是恭王府博物馆在全国设立的第8
个传统工艺工作站。“有了工作站当根据地，
能够追踪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变化，吸
收各方力量参与，努力实现传统工艺和中华传
统文化、当代生活实践有机融合。”孙冬宁补
充说。

守得住才能走出去

问起老人，既然挣得这么少，为什么还坚
持做这门手艺。她们说，“我们不做，它（草
编手艺）就没有了。”

“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能卖，还能卖得这么
好，原来，村里人们剪的东西真能变成钱！”
剪纸艺人张岩松是忻州市代县的农家妇女，在
今年夏天举办的恭王府忻州文化遗产精品展示
活动中，成了最大赢家。“本来没抱啥希望，
结果一个月下来，卖剪纸卖了5万块钱。现在
知道大家喜欢什么，回去我们就做什么！”

但最让张岩松感动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
是看到这么多人热爱传统技艺，让她感到多年
来对传统技艺的坚守有了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笔隐形财富，正慢慢显
形。

李珊珊是中华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秘
书长，儿子不满1岁，还在哺乳期。她的办公
桌上放着一本日历，记者发现，她10月有8天
出差在外，周末加班3天。10月底，她随团队
去山东平度市仁兆镇、新河镇，潍坊市坊子
区、寒亭区等地调研，考察柳腔、草编、杨家
埠风筝、杨家埠年画等传统戏曲和传统技艺的
传承现状和发展情况。

“那次调研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前高家
村农户家，几位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还坚守着
传统的草编。”李珊珊回忆道，老人告诉我
们，一捆草编成品只能卖1 . 5元，工厂收购进
行染色、加工后，再以成本价数十倍的价格出
售。问起老人，既然挣得这么少，为什么还坚
持做这门手艺。她们说，“我们不做，它（草编手
艺）就没有了。”“听了老人朴实的回答，我们特
别感动，用1 0 0元买下了售价2 0多元的草编成
品，还给每位老人100元慰问金。”李珊珊认真
地说，“要让手艺人的辛劳付出物有所值，要
让传统文化的坚守更有尊严。”

今年，恭王府还在海外火了一把。
印度网友Kartik Yadav评论说：“在这样绚

烂的文化面前，文字是苍白的。”加拿大的
Rezan Rona留言说，“中国是我梦想中的国
度。”来自巴基斯坦的AsadMakhdoom则直接
在他留言中用起了英式押韵：“West or East,

Ch ina i s the best ! ”（西方东方，中国最
棒！）

这源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恭
王府推出的“锦绣中华——— 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服饰秀”系列活动。6晚8场非遗服饰秀
展演轰动业界，业界专家评价道：“权威、
专业、有国际影响力，对振兴中国传统工艺
有示范引领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
干事格塔丘·安吉达携家人观赏大秀后，赞叹
不已：“感谢你，‘锦绣中华’，身在这个美
好的国家真棒！”

美好的文化故事在这美好的文化空间里
继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荣光令恭王府耀眼
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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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参观“影舞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皮影精品展。（资料图）

普洱熟茶渥堆技艺精品展上，工作人员为
游客讲解茶知识。（□记者 刘一颖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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