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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200多年历史的福州脱
胎漆器，是福州“三宝”之一，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日前，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闽
侯鸿尾乡建设全市脱胎漆器产业
园，引导脱胎漆器产业集中集聚
发展。闽侯县也有针对性地出台
了《关于脱胎漆器产业园促进产
业集聚发展的六条措施》，扶持脱
胎漆器产业发展。

作为传承200年的非遗项目，
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代，脱胎漆器
如何守正与创新，让非遗更好地
融入人们生活？又该如何顺应市
场变化，让传统行业赶上时代的
脚步？记者近日走近脱胎漆器行
业，感知市场的冷暖，体会脱胎漆
器的守正与创新。

传统市场遇冷
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项目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升华工作
室，设在闽侯荆溪镇厚屿村的一
座民居内。200多平方米的工作
室里摆满了造型各异的脱胎漆
器，色泽鲜艳的漆面即使在室内
昏暗的灯光下也光彩照人。

张升华出生于脱胎漆艺世
家，从小耳濡目染，对漆艺情有
独钟。谈起脱胎漆器，张升华如
数家珍：“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制
作过程十分复杂，首先要设计打
稿，之后是泥塑，然后制模。再
用麻布在胚胎上逐层裱褙，不停
刷上生漆，等到阴干后，原型就
出来了。然后不停上漆，阴干，
还要经过上光、打磨等多道工
序。”

制作周期长、工艺复杂等因
素造成脱胎漆器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据张升华介绍，一个脱胎漆
器的小花瓶 2000元左右，一些耗
时几年做成的比较大的脱胎漆器
售价高达百万元。然而，高价的
脱胎漆器如今面临“有价无市”的
尴尬。张升华告诉记者，虽然他
有不少作品被福建博物院、中国
工艺美术馆等机构纳入馆藏，但
目前在大众市场上遇冷也是不争
的事实。

坚持传统技艺的张升华并不
守旧，为了让这个古老技艺焕发
新光彩，他也开始了创新的探
索。“工艺传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
思进取，我正尝试在造型、色彩中
融入时尚元素，在守好传统技法
的同时创新，努力开拓市场。”张
升华说。

让漆器走进生活
色彩明丽、充满艺术气息的

漆画，造型精美的大漆茶具……
来到位于荆溪镇徐家村的润坊
（福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个
个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大漆家居工
艺品映入记者眼帘。

“公司目前有几十位制作脱
胎漆器的老艺人，我们利用脱胎
漆器工艺制作的茶具、漆画、大漆
家具等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订单保持稳定增长。”该公司董事
长周润达对记者说。

深耕消费新业态，贴近年轻
消费者，让传统技艺融入生活，
是脱胎漆器焕发活力的必由之
路。让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脱胎漆器从业者，作出与
时俱进的选择。从事脱胎漆器
制作十多年的朱冰就是其中的
一员，他的工作室主要制作漆
画、大漆器具和脱胎漆器佛像三
类产品。

“平面作品、漆画占大部分销
售份额；漆器茶具等产品是利用

大漆这种天然材料和脱胎漆器技
术衍生出文创产品，一套茶具几
百元，整体价格不高，很受年轻消
费者青睐；脱胎漆器佛像制作周
期要一两年，单价较高，基本是私
人定制。”朱冰对记者说，产品多
元化让他的工作室在市场大潮中
游刃有余，各个品类都有很不错
的销路。

“传统的脱胎漆器目前市场
并不乐观，它的最大价值是装饰
功能，与现代人更看重实用价值
的需求存在矛盾。”朱冰对记者
说，脱胎漆器是有生命力的，但
要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
新来焕发脱胎漆器的活力。“非
遗瑰宝要走进人们的生活，通过
漆艺这一传统的工艺手法，结合
年轻人接受的设计造型，开发文
创商品，才能让脱胎漆器更有生
命力。”

有突破才有未来
为了让脱胎漆器这个“宝”

更好传承，福州市出台《福州市
软木画、脱胎漆器、寿山石雕技

艺保护和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以保护和振兴脱胎漆器等
传统技艺。改造提升传承保护
基地，将福州漆艺基地改造提升
为以漆艺大师工作室为主的脱
胎漆器活态展示保护基地。为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福州将培养
濒危行业人才，持续开展脱胎漆
器等濒危非遗技艺大师带徒授
艺工作，同时培养专业院校人
才，鼓励我市各高等院校设置

“手工艺三宝”相关课程或专业，
在市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市聋哑
学校等职业院校设立优秀学生
奖学金制度，每年培养 100 名至
200名相关专业学生……

多方的重视和扶持，让福州
市脱胎漆器行业协会会长陈天
灨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福州
漆器市场整体态势良好，年轻从
业者众多，但个别品类确实面临
着一些问题。”陈天灨说，裱麻布
的脱胎漆器和木胎的漆器相比，
制作工序复杂、耗时长，价格更
高，并且局限在以花瓶为代表的
几种传统器型上，一直以来市场
就相对狭小。”陈天灨说，裱麻布

脱胎漆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销路较窄，但解决之道也要依靠
从业者努力开拓市场和进行营
销。

陈天灨告诉记者，目前福州
很多院校都有设置漆器相关专
业，也有很多年轻人主动去学习
漆器制作，并以此作为一生的事
业。在陈天灨看来，脱胎漆器的
传承需要“两条腿走路”。“很多年
轻的脱胎漆器从业者制作漆器茶
器、磨漆画等贴近生活的产品，通
过这些销量好的实用型产品，实
现工作室或工厂的盈利，能够生
存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会花
时间制作工艺复杂、成本较高的
脱胎漆器艺术品去参展和比赛，
通过这些平台来拓展品牌影响
力，帮助其他产品争取更大的市
场。”

在生存下去的基础上传承发
扬传统技艺，是脱胎漆器比较理
想的传承发展之路。“任何非遗项
目都是有市场才会有传承，才能
有未来。脱胎漆器的金字招牌要
时时擦拭，坚持守正创新，才能有
更好的未来。”陈天灨说。

15日，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
运动会（简称“学青会”）在广西落
幕。在这个闪耀的青春舞台上，福
州运动健儿追逐梦想、拼搏奋斗，
绽放风采。

本届学青会，福州市代表团共
派出 235名运动员出征，参加 22个
大项120个小项比赛，获得17金15
银 14 铜，奖牌榜成绩在公开组 69
个参赛代表团中位列第七名。

赛场上，福州市代表团展现
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
从林子怡夺得铁人三项女子个人
赛金牌开始，在首个决赛项目（铁
人三项赛）中，福州市代表队脱颖
而出，在总数 3 枚金牌中豪取 2
枚，取得开门红；开幕式前夕，陈
露颖奋勇争先，将女子蝶泳 100
米和 200 米的金牌收入囊中，并
以 59 秒 51 的成绩大幅度提升了
女子 100 米蝶泳的个人最好成
绩；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徐璐
莹和江伊婷分别在公开组举重和
射击项目中夺得金牌，为福州队
再添荣光……

一批新星涌现。射击赛场，杨
滨凌一鸣惊人，在射击50米步枪三
种姿势混合团体和个人项目连夺
两金。举重赛场，徐璐莹闪耀全
场，以85公斤打破抓举全国青年纪
录、全国成年纪录，超世界青年纪
录，追平世界成年纪录，总成绩188
公斤超世界青年纪录。体操跳马
赛场，高子恒流畅地完成了 5.6分

的高难度动作，以 13.966分的成绩
夺得金牌。

在学青会公开组竞技体操项
目上，福州队的成绩同样引人注
目，福州健儿包揽了体操高低杠、
跳马等 4块金牌，位列体操项目金
牌榜第二名。

学青会由全国青年运动会和
全国学生运动会合并举办，是深化

体教融合的重要举措，也是检验体
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首届学
青赛场，福州市代表团交出了一份
亮眼的成绩单，这背后有什么秘
诀？

福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绩来之不易，得益于运动健
儿的刻苦训练、拼搏精神，以及教
练员的默默付出，也是多年来福州

积极深化体教融合，创新体育人才
培养模式，搭建分级赛事体系，夯
实体育后备人才储备基础的结果。

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市委、市
政府高度支持体育事业发展，在政
策、资金、人才、运动员退役安置、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方面都给予
重点保障和投入，出台《推动竞技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助

力我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超越。
与此同时，在推动新时代青少

年和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道路
上，福州市也是不遗余力，出台
《福州市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探索教
学体系规范、训练构架完整、竞赛
体系完备、人才渠道畅通、保障机
制健全的体教融合工作机制和模
式；通过构建市运会、全市中小学
生联赛、校园足球联赛等综合与
单项相结合竞赛体系，为全市竞
技体育选材、后备人才储备提供
了更新、更高效的路径，特别在市
运会项目设置、年龄组别全面和
省运会接轨。

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市坚持深
化改革，为体教融合赋能增效，先
后建成市体校等 4 个国家级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7个省高水平后备
人才基地，39 个市级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166 所市级体育传统校，
形成以“市体工队、市体校、市水
上中心”为龙头，县（市）区少体校
为基础的市县联动体育人才培养
模式。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重整行装再出发，紧紧围
绕“特色体育强市”总目标，进一步
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深化体
教融合，让“体”“教”真正手拉手连
在一起，更全面地提升我市青少年
身体素质以及青少年竞技运动水
平。

体教融合交出亮眼成绩单

17金！学青会绽放福州风采
本报记者 赖志昌

守成还是创新？艺术还是实用？

脱胎漆器的“守”与“变”
本报记者 谭湘竹 实习生 许嘉芮

解锁文旅新玩法

“数字文旅 剧游南台”
项目拟月底上线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当文旅跟数字剧
本游碰撞到一起，会带来什么样的体验？记
者昨日从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获悉，新
打造的“数字文旅 剧游南台”项目已经进入
测试体验阶段，优化提升后有望月底上线推
出。届时，市民游客凭借一部手机、一张地
图、一套锦囊妙计，即可解锁仓山文旅新玩
法，沉浸式体验实景剧本游仓山的魅力。

“数字文旅 剧游南台”项目以科技赋能，
国潮为基，串联仓山螺洲、林浦、阳岐、烟台山
等文旅资源，以帝师文化、尚书文化、严复文
化、红色文化、螺女文化以及烟台山近现代文
化等为依托，面向研学、亲子、团队、党建等不
同客群市场，创作实景解谜剧本。

近日，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开
展了阳岐《严校长的同窗日记》、林浦《尚书寻
踪》等剧本游测试体验活动，受到青少年和家
长们的欢迎。

“项目旨在深化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打造经济社会效益好、代表性强、可复制、
可推广的数字文旅典型案例，实现老建筑活
化利用和对现有基础配套服务的补充完善，
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培育旅游市场，助力乡
村振兴。”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福建首次推出铁路旅游计次票

一票打卡三城
串起福厦旅游圈

本报讯（记者 朱榕 燕晓 通讯员 陆逸）
15日，由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铁）、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铁
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3款铁路旅
游计次票产品正式上线，开启“一票”打卡三
城的高铁旅游新模式。

三款产品分别为“厦门+泉州+武夷山”
“厦门+福州+泰宁”“厦门+福州+平潭”旅游
计次票，是福建首次推出“高铁+旅游”计次
票产品。以福州、厦门两地为主，联合其他热
门旅游城市，将通过更便捷的旅游产品，助力
福厦两地与其他城市的文旅联动发展。

该票不限具体车次。旅客可根据需求，
通过 12306平台“计次·定期票”板块购买旅
游计次票，选择乘坐任意停靠相应区间的动
车二等座。购买旅游计次票以后，旅客可通
过席位预约和直接刷证两种方式，在产品启
用后 9天有效期内，乘坐指定发到站及席别
的列车。与预约进站不同的是，直接刷证乘
车需要在搭乘区间有剩余席位时方可顺利进
站乘车。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搭乘高铁旅游，12306
平台还推出 3 款相应配套的“半自由行”产
品，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丰富的出游选择，详
情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APP查询。

公交夜班1号、2号线停运
本报讯（记者 朱榕）记者从市道运中心

获悉，福州夜班 1号线、2号线，203路公交、
7686福山郊野公园公交专线等4条公交本月
终止运营。

夜班 1号线、2号线开行 15年有余，当时
是为了便利群众夜间出行，福州也因此成为
福建省唯一一座 24小时都有公交开行的城
市。据市道运中心介绍，目前两条通宵公交
夜间客流稀少，为了节约及更加合理配置公
共交通资源予以停运。

业内人士表示，夜班 1号线、2号线原为
201、202路公交，主要服务白湖亭、西门、火
车站等客运枢纽的夜间到站旅客及软件园的
加班人群。伴随城市外扩、客运班线萎缩、动
车组夜间两点后停运等因素，夜间出行旅客
减少，在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地铁等其
他交通方式的“替补”下，2条夜间通宵公交
的重要性大为削弱，不仅大幅度缩线，且相继
调整为定时班车运营。

福州体操小将夺得女子甲组团体金牌福州体操小将夺得女子甲组团体金牌。。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张旭阳摄

▲脱胎漆器艺人进行初步制模。 本报记者 郑帅摄

◀闽侯荆溪镇厚屿村张升华工作室内，传统艺人对脱胎漆器
进行细致打磨。 本报记者 郑帅摄

高校古琴专业师生
走进闽清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14日至 15日，纪
念陈旸诞辰955周年——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国艺学院古琴表演专业教学成果展进闽清
活动举办。活动通过举办一场音乐会、组织
一趟礼乐文化之旅、开展一次古琴展览，让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国艺学院的师生们深入
了解闽清礼乐文化，也让当地干部群众近距
离接受文艺熏陶。

14日，音乐会在闽清县文化馆上演，《离
骚》《广陵散》《梅花三弄》等一首首经典古琴
曲目轮番登台，丝丝入扣、余音绕梁。昨日，
他们前往陈祥道、陈旸纪念堂，陈旸故里云
龙乡际上村，吴孟超院士馆等地参观学习。
古琴展览连续两天在县文化馆一楼非物质
文化展示中心举行。

闽清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陈旸
生于闽清县宣政里漈上（今云龙乡际上村），
是北宋著名乐学家。他用 40年时间编著了
一部 200卷的音乐百科全书《乐书》，系统阐
述儒家乐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