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 薪传遗

旅游休闲+非遗体验
沉浸式感受古线装帧的魅力

本报记者 徐雪霏

日前，非遗项目古线装帧——银博缘古籍装帧博物馆及四大发明非遗体验中心

入选天津市首批市级非遗传承体验基地。来到这里，人们可以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

印刷技艺，感受古代四大发明的魅力。郑宝军作为秦氏古线装帧技艺第六代传人，

多年来在师父秦程的带领下，深耕传统文化，打造银博缘古籍装帧博物馆及四大发

明非遗体验中心，立志将非遗技艺保护并传承下去，通过非遗与旅游融合，让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大众休闲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网络热舞缘何这么火爆
本报记者 孙瑜

摇花手、扭腰、摆胯，串起丝滑

小连招，再搭配节奏感十足的背景

音乐……一套名为广西《科目三》

的“魔性舞步”，经互联网传播，从

线上到线下，从中国到海外，从大

街小巷到专业舞台，迅速引发国内

外网友竞相模仿。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网络

视频播放量已经

超过几百亿次，

且仍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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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 网络热舞火爆与自媒体的推动不可分割

从当年鸟叔《江南style》到现在流行的《科目
三》，为什么这些网络热舞会引发世界范围内的
流行？

天津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中心副主任王达解
释道，《科目三》最初被称为广西《科目三》。最初
有年轻人为了烘托婚礼上的气氛而创作出该舞
蹈的基本舞步，很快在青年人之间流行，后来经
过改编和传播，才成为网络热舞《科目三》。对于
其火爆的原因，王达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从
专业角度说，我觉得从最早的鸟叔《江南style》到
现在流行的《科目三》，这些热舞都有舞蹈的属
性，属于肢体语言。我们经常说，舞蹈的艺术形
式就是视听融合的产物，不仅可以用眼睛看，还
可以用耳朵听。其次，在自媒体大时代的背景
下，短视频也催生了网络热舞。正是由于短视频
平台的推广，《科目三》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爆火，
比如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在去年12月的一次演
出谢幕后全体跳起了《科目三》，它一路从南方火
到北方，甚至漂洋过海火遍全世界。不仅如此，
人们还创造出了不同版本的《科目三》，在不同的
场合都有它的身影。现如今，不少人将其与火遍
全球的《江南style》骑马舞相比，认为这正是中国
文化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表现。《科目三》舞蹈是从
中国传播出去的，是文化输出的象征，这种简单
欢快且具有感染力的舞蹈成功地突破了国界和
文化的壁垒，走向了世界舞台，此舞蹈的流行可
以反映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大。”

除此之外，王达认为，《科目三》的火爆是带
有一定社交色彩的，跳《科目三》有利于调动群
众自娱性，让参与者在跳舞的过程中互相交流
和沟通，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很容易吸引年轻
人去参与。同时，专业舞蹈演出中，对于《科目

三》片段的巧用，也起到了暖场的效果，调动了
演员、观众的激情。《科目三》的火爆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
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跳《科
目三》，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舞团、参加比赛，说
明跳《科目三》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一种
建构青年潮流文化的手段。

王达接着说：“网络热舞视频火爆，不是因
为大众机缘巧合看到了这样的视频，而是由于
这种结合了舞蹈样式的视频经常在手机中被刷
到，非常吸引人们眼球。例如2022年央视春晚
舞蹈类节目《只此青绿》火了，我最早是在专业
观摩课看到《只此青绿》这部舞剧。《只此青绿》
后来登上了央视春晚，由此还产生了热词‘青绿
腰’，以至于后来在自媒体上也经常能够看到这
个短视频。一部大型的歌剧、舞剧或音乐剧，往
往就是其中一个小的桥段非常经典、流行。比
如音乐剧《猫》，在大众脑海里，可能只留下一小
段动听的旋律，成为一种永恒的回忆。”

● 参与式文化成为文化建构新样态

从网络诞生之日起，网络平台就持续不断
地产生一系列难以预料、无法预估的破圈爆款
事件。除了《科目三》，如当年的《江南style》《小
苹果》，又如《小小花园》《我姓石》，近年来洗脑
神曲、网络热舞的火爆虽有各自的偶然性，然不
可否认存在许多共性与规律。

谈到国内一系列爆火网络热舞的共性，王
达表示，它们大多包括了两种元素：第一种是流
行的元素，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街舞、性格舞等
形式的舞蹈，这些舞蹈都有流行的元素在里
面。例如《科目三》中的一些舞步，其实与人们
骑马时的姿态非常相像，我们俗称为“摇篮
步 ”，只不过我们将它流行化了。第二种是要

有契合当今社会主流旋律的元素。文化自信自
强就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旋律，网络热舞中应该
包含民族化的语言，同时结合自媒体的平台，才
能呈现出新的融合模式。

在总结网络热舞破圈的规律时，南开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培源老师认为，以《科目三》
为代表的网络热舞，它发生在近年来社会传播
呈现出视频化转向的大背景之下，网民社会心
态（尤其是年轻用户）也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全民参与、大胆表达、纯粹快乐、模仿比较等多
重心理要素的叠加，共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热
梗、爆款。从舞蹈本体角度看，《科目三》动作简
单门槛低，魔性、洗脑、模仿、跟随，舞动随心、节
奏分明、丰俭由人，它具备了广泛人群参与的基
础。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参与式文化成为当前
年轻人自我表达的一种文化建构新样态。从传
播渠道看，短视频本身具备的病毒式裂变式传
播，尤其是注重时序流行的推荐算法，使得《科
目三》能够持续传播、持续升温。其中，明星参
与、名人效应和部分品牌的营销，甚至海外个
人、组织、行业团体的加入，不仅持续推高热度，
更构成了全球性媒介事件，在传播实践中给足
了正向反馈，因此长红不断。

王达认为，对于《科目三》我们应以包容审
慎的眼光看待，一个文化产品能迅速获得大众
喜爱，必定是有其特点的：第一，《科目三》轻松
魔性的舞蹈让人在紧张的生活中获得快乐。大
家平时工作都过于忙碌，难得有消遣的时间，看
到如此轻快魔性的舞蹈，自然也就会从紧绷的
状态放松下来。第二，类似网络热舞的活动，由
于参与性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视
频或者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在博主或服务
员跳舞的时候，其他群众也加入了进去，由于一
支舞蹈，瞬间打成一片，大家都在欢笑中度过，
整个气氛瞬间变得火热，大家彼此熟络起来，而

不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各管各的事情。第三，
舞蹈《科目三》的爆火原因不仅涉及舞蹈的基本
步伐和动作，还涵盖了音乐、节奏、表演等方面
的知识。

● 海内外参与者实现社会文化共享

纵观近些年出现的爆火网络热舞，我们不
难发现，不少网络热舞，已经形成了跨地区、跨
国界的全球范围传播。
“这些大众文化的现实样本契合了当时社会

的普遍心态，情感成为影响人们行动的第一要
素。”分析爆火网络热舞的特点，周培源预测，在
未来一段时间里，类似的爆火文化事件会具备五
方面的特性：一是事件本身要有可传播性，或者
说自带传播效应。打破常规，不落俗套，求新求
异，互联网不缺平平无奇，爆款诞生于平淡无奇
的日常生活的对立面。二是事件的传播具有可
见性，它需要有一个启动阶段。可以预见，未来
社会视频化传播、体验式传播的特性会更加明
确，可见性、可体验、可感知是重要的先决条件。
三是模仿再现的低门槛、广泛参与的群众基础。
门槛高、难度大、不易模仿、脱离群众，既无法共
情，也难以形成一呼百应的跟随模仿，最终只是
少部分人、小圈层的共识和认同，难以破圈，无法
爆火。四是基调上一定是轻松解压、具有娱乐性
的。娱乐是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加之这是
一个倦怠社会、加速社会，身处其中的民众拥有
最本能的心理冲动——娱乐自我、快乐至上。五
是需要有关键性的“火上浇油”阶段。事件启动
之后，走向长红长火阶段，需要明星效应、“网红”
示范。KOL（关键意见领袖）、KOC（关键意见消
费者）等关键节点人物的持续入局，会形成一张
覆盖不同圈层的网络。

多年前，微博是社会舆论的策源地；如今，
短视频成为爆款社会事件的孕育平台。短视频
在热舞爆火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谈及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周培源表示：
一是从传播效率上看，短视频的传播形式就是
高效、快捷、可视化、可感知、动员性强、更易共
情。热搜机制和短视频推荐算法，使得启动后
的事件进入流量池，极速成为社会热点，被推荐
给大量用户；用户的转评赞等社交行为反过来
强化了流行度，造就了爆火的奇迹。二是短视
频是一个参与门槛低、用户共创的良好平台，
web2.0的特质决定了普通用户既是观看者也是
生产者，加之分享、展示的心理欲望，全民的社
交参与强化了用户对流行文化的归属感和互
动性，进一步推动了《科目三》的流行。三是短
视频增加了流行文化玩法的多样性。我们看

到不少短视频以创意模仿、二次创作的方式，
或者推出音乐特效、辅助道具等方式，帮助不
同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的用户多层次演绎同一
主题，这种多样性和创新促使更多人加入到模
仿和改编的行列中。四是从偶然性角度看，海
外用户也在短视频的无边界传播中实现了社
会文化的共享和一次全球化的旅行，进而网络
热舞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这在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短视频平台的全球覆盖和跨文
化传播的能力。最后，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
角出发，这是全民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一次集体
狂欢，它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社交方式和
娱乐事件，满足了普通人的自我展示、社交互
动和娱乐需求。

凡事都有多面性，在很多人为《科目三》叫
好、趋之若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批评。目前
这些批评包括低幼化、土味风、夜店风等，甚至
现实中出现了一些低俗擦边、过度演绎的案例，
这也引发一部分人的担心。

周培源表示，世间不存在取悦所有人的文
化样态和文化实践——文化多元、偏好各异才
是社会常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大众文化
或流行文化，往往与某些其他的文化样态存在
一定距离或者存在一个冲突空间。甚至部分精
英文化的支持者会认为，《科目三》是一种显然
的文化倒退、文化浅薄化——它是趋向于表面
化、简单化和商业化，是无脑的跟风、是缺乏深
度和自我的随波逐流。更多的批评来自于社会
实践中的个人感知——有的人天生对短视频不
感冒，对迪斯科、夜店风、土味社会摇有天然排
斥；有的人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出发，担心类似的
持续的群氓文化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但我
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必苛责任何一种不存
在原则性错误和刻意冒犯的文化样态与文化实
践。不喜欢可以回避，刷到了相关视频，可以点
“不喜欢”，避免再次推送；社交媒体时代，短视
频传播时代，我们可以更加充分表达、更加便捷
地喜欢与不喜欢。在未成年保护和教育这个领
域，我们要认识到，有效的教育应该是形塑孩子
健康、积极、正向的文化识别能力，而非制造一
个隔绝现实社会的温室。

作为专业舞蹈行业从业者，王达说，面对
《科目三》这一看似“非正统”舞蹈的爆火，我们
需要思考，近年来专业舞蹈领域内为何没有出
现如此火爆、为世界范围内所翻跳的作品？专
业舞蹈发展借助短视频的风，究竟能够吹向何
方？专业舞蹈与《科目三》类型的舞蹈相比优在
何处又弱在何处？流行文化既有“阳春白雪”又
有“下里巴人”，真正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定是雅
俗共赏的形式！

赓续匠人精神
秦氏历经六代继承发展

记者：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古线装帧

技艺的由来吗？

郑宝军：中国古代的纸本书，经历了卷轴和
册页两个阶段。汉、唐代只有卷轴形式的书。
宋代进入书籍印刷爆发时代，开始出现蝴蝶装、
包背装、线装等多种多样的装订方法。这点在
古籍中也有佐证，南宋罗璧在《罗氏识遗》中写
道：“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书多而世
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
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
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可见线缝作册是
当时宋代书籍较普遍的装订形式。明朝中叶，
中国装订技术史上第一次出现将零散页张集中
起来，用订线方式穿联成册的装订方法，它标志
着我国的书籍装订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6年9月出版的线装本《毛泽东评点二十四
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规模最大的线装
书。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加速，中国源远
流长的传统线装书业大放异彩。古线装帧技艺
沿用至今已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虽然现在应
用的很少，但我们还是坚持要将这项传统技艺
一直传承下去。2019年，秦氏古线装帧技艺入
选河北区区级非遗项目，2021年又被评为市级
非遗项目。非遗技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重要
的组成部分，作为非遗传承人我们有义务将这
份文化瑰宝保护并传承下去。

记者：秦氏古线装帧技艺是如何传承至今

的？在古法技艺上有何创新之处？

郑宝军：秦氏古线装帧技艺第一代传人秦
锡山是晚清时期在清宫武英殿修书处专职进行
书籍装帧工作的御用匠人，出宫后他回到天津，
开办了古线装帧书籍作坊，从此便将这门技艺
在天津扎下了根。第二代传人秦建辉子承父
业，1928年在天津建立了初具规模的书籍装帧
现代作坊。在这期间，他为华新印刷公司（中共
中央在天津建立的秘密印刷厂）装帧过许多重
要书籍。第三代传人秦瑞亭在1945年将原父亲
创办的印刷装帧作坊的技术骨干招回，购置设
备、工具，创办了现代印装厂。新中国成立后，
公私合营，其间印装厂承接了天津知识书店大
量的古籍装帧业务。上世纪八十年代，第四代
传人秦梦笔将古线装帧技艺与现代印刷工艺进
行了整合，创办了天津市育宏印刷有限公司，推

进了古线装帧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第五代传人就是我的师父秦程，他自幼和

父亲学习古线装帧技艺，通过不断地总结学习、
探索实践，在继承传统唐本、宋本缀订装帧的艺
术风格的同时，他还发展了四目式、四目骑线
式、太和式、坚角四目式、龟甲式、唐本式、麻叶
式等线装技艺，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出版物装帧
技艺评比中获奖。现在，师父又将这项技艺传
给了我以及几位师兄弟们，由我们继续将这项
技艺延续下去。师父总跟我们强调，秦氏家族
五代传人传承发展古线装帧技艺，就是凭借着
自身的匠人精神，想靠这门技艺挣钱很难，要耐
得住寂寞，但是作为古线装帧技艺非遗传承人，
我们自身的那份责任是很重的，我们要做纸上
的美容师，让后人感受并体验到古人的智慧，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向匠人精神致敬。

记者：古线装帧技艺分为哪些流程呢？

郑宝军：古线装帧有几个主要的步骤，首先
就是折页，要将纸张按要求的数量及规格进行
折叠，使前后页板框重合；然后是打眼穿纸钉，
根据线装的设计样式，按照对应的位置进行打

孔；之后就可以穿线订书了，按照古线装帧技法
中不同的样式设计进行穿线制作，装订好后再
经过粘签条、印书根字等环节，一本线装书就制
作完成了。古线装帧技艺步骤复杂，制作过程
要全部由人工完成，制作周期长且成本较高，因
此现在也很少有书会用这种方式来装订，基本
上采用这种方式的都是一些古籍或是藏书。但
它的优势是“字大如钱”，不损目力，而且阅读时
摊得开，张合自如、很牢固，用这种方式装订的
书籍可以保存很久，收藏价值很高。

打造文化体验中心
让传统文化浸润年轻人的指尖和心间
记者：古线装帧技艺到您这儿是第六代传

人了，后面该如何传承下去，您有过这方面的

思考吗？

郑宝军：2002年我的师父秦程在成立银博
印刷公司后，就在我们的印刷车间培养了一批
古线装帧技艺的师傅，这些在一线工作的老师
傅现在基本都能掌握这门技艺，但是我们现在

传承确实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愿意
学古线装帧的很少，我们也在想办法，希望能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关注和传承这门技
艺。从2016年开始，在师父的带领下，我们先后
在河北区和滨海新区成立了全国首家书籍装帧
博物馆和两处四大发明传统文化体验基地，我
们希望可以将古线装帧技艺成功地融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之中。目前，我们已
经先后被北京印刷学院、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美
院、天津工业大学、天津职业大学等众多高校定
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学
生们来到这里沉浸式地体验了造纸和装帧的过
程，慢慢地也对古线装帧产生了兴趣。我们还
设计了古线装帧技艺的线上课程，如果通过体
验对这门技艺感兴趣的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些
课程继续学习，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进来。

记者:四大发明传统文化体验中心都包含

哪些内容？人们来到这里可以体验到哪些传

统文化？

郑宝军：我们最初在设计四大发明文化体

验中心时，就是想打造一个弘扬非遗传统文化
的沉浸式创意体验空间。我们是印刷公司，一
直就是在和纸和文字打交道，所以我们将整个
场馆分为六大空间——纸造空间、字在空间、
纸印空间、纸书空间、红火空间、经纬空间，讲
述了我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
针、火药的由来，孩子们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动
手体验如何造纸，如何印刷，如何装帧，不仅让
孩子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感受何为四大发明，
也能深刻体会到这些传统技艺背后所蕴含的
匠人精神。有一次，孩子们来体验制作纸张，
就有孩子说：“这水怎么这么凉呀？不能用温
水吗？”我说：“在中国古代没有我们现在的加
热设备，古人们造纸就是把手浸泡在寒冷的水
里，一遍一遍地抄纸，才有了人们用的纸张，所
以纸是非常珍贵的。”孩子们听我讲完，都觉得
造纸真的不容易，应该要珍惜纸张，在做的过程
中就更加认真了，我想我们打造这个体验中心
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此外，我们还接纳了国家级、省市级非遗传
承项目皮纸、蚕茧纸、活字印刷、孔板印刷、传统
版画、古线装帧、龙鳞装、民俗剪纸、土布编织、
手作陶艺等16项，得到了王兴武、唐新、王淮珠、
郑芬兰等大师级非遗传承人的亲自指导。同
时，我们承接了国际华人寻根之旅的活动，有的
华侨已经八九十岁了，他们的子孙回到中国，来
到我们的体验中心，和他们视频，告诉他们找到
了中国文字、造纸、印刷、装书的根，这些华侨很
感动，因为在他们心里中国才是他们的家，中国
人讲究落叶归根，但很遗憾他们回不来了，当看
到这些文字时，他们心里的那股爱国之情油然
而生，也让他们的心得到了慰藉。

这些年来，我们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号召，
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韩国、
日本、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国家相关组织合
作，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等活动，让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走出去，树立文化自信，让更多的人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去年年底，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印发
了《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实施方案（2023年—2025年）》，我们的银博
缘古籍装帧博物馆及四大发明非遗体验中心
很荣幸入选了天津市首批市级非遗传承体验
基地，我们会继续做好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
作，弘扬传统文化，赓续工匠精神，加强文旅融
合，追根溯源，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深植在
这片土地上。

有专家称，《科目三》火爆全网的背

后离不开三大流量密码：简单的舞蹈动

作、魔性洗脑的背景音乐，还有高度契合

的短视频平台传播规律。从当年的《江

南style》《小苹果》，到近年的《小小花园》

《我姓石》，一次次引发全民狂欢的网络

热舞、网络神曲，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共性和规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