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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少非遗传承人开始在短视频及网络社交
平台上展示并讲解非遗技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精彩作品不断走红出圈。一部分年轻网民不再只是
默默围观，而是主动学习相关技能。这些“业余非遗
手艺人”，凭着一腔挚爱，网上自学互勉，探索制作富
有创意、新意的非遗手工艺品，给传统非遗文化赋予
新时代的新内涵，成为非遗文化传承新力量。

一个暑假，入门竹编

竹编是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非遗传统手工艺，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青神的先民便就地取
材，利用当地自然生长的竹子编织各类器物。

出生于青神县的陈奕池是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
术学院在读研究生。一次逛街时，陈奕池在一家商店
橱窗前，被一件竹编工艺制作的摆件吸引住了。当离
家千里之外的陈奕池再次看到家乡的竹编工艺品时，
儿时记忆便涌上心头。于是，她特地利用暑假，返回
故乡青神县，向青神竹编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中国竹编艺术家张德明拜师学艺。

“做竹编真的很快乐。”陈奕池说，自己只需把注
意力放在双手之上，用心感受自然材料本身的质地，
就能摆脱日常生活的浮躁气息，与自然相拥。

2022年8月，陈奕池开始将自己的竹编作品搬上
社交网络，很多网友表示很感兴趣，想跟着学。随着
陈奕池的竹编作品为更多人所知，一些国际品牌主动
找上门，邀请她做手工体验活动老师。

自学非遗棕编，编出个“动物园”

“新繁棕编”是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地方传统美术
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次偶然机会，家住
成都的女工程师张婷在逛街时见到街头艺人售卖棕编
工艺品，遂与棕编技艺结缘。她自己上网搜教程、买材
料，独立制作，5年下来，竟凑齐了一所“动物园”。

迅猛龙、猫头鹰、独角仙、大蜗牛、小青蛙……在张
婷的精心编织下，普普通通的棕榈叶摇身一变，化身栩
栩如生的动植物，在她手中焕然一新。这两年，张婷主
要创作昆虫、大型动物、实用小物件和可动小玩具。她
制作的各类棕编作品富有灵气，目前已有60余种。

“我的目标是制作100种动物，编一个动物园。”
张婷介绍，棕编的原材料非常易得，棕榈叶可以在网
上购买或直接采摘，用天然半干的棕叶做外部材料，
伴以细铁丝固定，制作中不使用染料和胶水。

在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工艺品的今天，像棕编这样
的纯天然、纯手工技艺越发显得珍贵。“每一件作品都
是手艺人用心制作的，它们带着历史的传承与暖意。”
张婷说，自己取名“叶子活了”，正是希望让棕榈叶活
起来，让更多人看到非遗技艺特有之美。

一碗螺蛳粉，竟是缠花作

张明宇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

机务段的一名“00后”见习生，从小就对艺术和设计
感兴趣。2020年，张明宇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制作
缠花的视频，随即开始主动学习探索。缠花制作强调
设计的创意感，色彩搭配也追求丰富多元，想要做好
做精，并不容易。

2022年9月，张明宇在小红书注册了账号“绾云
舒”，开始发布由他制作的缠花作品。其中一件“缠花
版螺蛳粉”，收获了大量网友喜爱。酸豆角、花生米、
木耳丝、炸腐竹……现实螺蛳粉中必不可少的配料，
都被他惟妙惟肖地制作出来。晶莹的“米粉”悬在“碗
边”，让网友直呼“逼真”。

除了“螺蛳粉”，张明宇制作的“红烧肉”、“火
锅”等作品也受到网友追捧。有的网友惊讶于“没
想到缠花还可以做美食”，有的网友询问同款教程。

“在缠花技艺中加入美食元素，打破了一些网友
对缠花的固有印象。他们没想到缠花除了用来做
钗、簪之类的首饰外，还可以做其他工艺品。”张明
宇介绍，做一件“火锅”或“螺蛳粉”主题的缠花作
品，从画手稿到组装成品，大概要15至20个小时。“自
己目前技术还不太到位，希望慢慢学扎实。目前的作
品不会拿去卖。”

非遗传承，不止于“非遗传承人”

不可否认的是，传统非遗技艺大多依靠家族式
传承、手传心授，但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传统的非遗传承方式正越发面临“断层”、“失传”
的风险。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非遗传承遇到堵点，
部分非遗技艺局限于非遗传承人之手，招不到徒
弟。藏身博物馆，似乎成为一些非遗技艺注定的结
局。

“传统手艺也需要跟上时代，不能故步自封、不
接地气，而是要欢迎并接纳新的创意和技法，吸引年
轻人主动加入，给非遗技艺带来新的生命力。”37岁
的山西并州叶雕非遗传承人罗瑞说，传承非遗技艺的
关键在于让更多人爱上非遗文化，而不是让其掌握在
少数传承人手里。

从2021年开始，罗瑞便以“多喜乐”的网名，主动
在小红书上发布教程。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向她反馈
自己的学习进度，私信求教技法问题。罗瑞说：“看到
年轻网友的反馈，真的很开心！这说明青年人对非遗
艺术还是热爱的！”

网络社交空间正成为非遗传承新平台。来自小
红书的数据显示，与“非遗传承”有关的话题浏览量超
过 5 亿，2022 年小红书上“非遗”相关笔记发布量比
2021年增长了272.7%。

“很多时候，年轻人缺少的是了解非遗技艺的渠
道，而非兴趣。”罗瑞说，利用网络社区互学互勉、开放
交流的优势，将非遗技艺传播出圈，正是实现非遗接
续传承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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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出圈，
年轻网民

不再只是围观

张明宇制作的螺蛳粉样式缠花。

张婷制作的迅猛龙样式棕编。

曾经的“吃播”改行探店，一个接一个上了一
桌子菜，实际上很多主播根本没吃几口，浪费现象
依然大量存在；一些“吃播”别出心裁，他们选择
自己烹饪，却把心思放在荒诞怪异的烹饪方式上，
不管菜品味道如何、能不能吃，只要足够博人眼球
获得流量就达到了目的……据《法治日报》报道，
近期，一些视频主播在录制美食节目时浪费粮食、
糟蹋食物的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前两年，短视频领域掀起一股“狂吃东西给你
看”热潮，捧红了不少“吃播”网红。然而，“吃
播”们一面表演着对各种食物的“暴风吸入”，一
面又靠“催吐”、卡点剪辑等手段假吃，不仅助长
了暴饮暴食的不良风气，所造成的食物浪费更是触
目惊心。

针对这一乱象，多个视频和直播平台相继叫停
“吃播”，并采取了删除、关闭账号等措施。去年6
月出台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更明确了网络主

播在提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
现浪费粮食，展示假吃、催吐、暴饮暴食等，或其
他易造成不良饮食消费、食物浪费示范的内容。

然而如今，在利益、流量的驱使下，曾经消停
了一阵的大胃王“吃播”们“换个马甲”卷土重
来。相比曾经仅靠“吃得多”吸引关注，如今他们
超量点菜、烹饪“黑暗料理”等行为，可谓有过之
而无不及。

这提醒社交平台和监管部门擦亮眼睛、压实责
任，对各类畸形“吃播”及时整治，通过人工检
视、技术过滤、网友举报等方式，及时发现、提醒
和整改；对于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
责令停播、下架，并给予相应处罚。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希望，“吃播”
能真正分享美食故事、引领健康的饮食习惯，还

“吃”以本来面目，这样的“吃播”才能“红”得
长久。 来源：今晚报

警惕畸形“吃播”
换马甲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