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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魏丽丽 现代科技是非遗腾飞的翅膀
本报记者 郭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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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洁

用现代的科技手段
完善传统非遗技艺

记者：您是如何成为“妙众堂魏氏五行针推

术”技艺第五代传承人的？

魏丽丽：“魏氏五行针推术”技艺与“黑豆
茸”、“五味素珍”以及“九炙颐寿”同属于中华老
字号“妙众堂”的非遗项目。自幼年起，我便在
家族的熏陶下，对传统中医养生学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魏氏五行针推术”技艺始于宣统三年
（1911年），我的祖辈魏云志是第一代创始人，
他曾在自营的庆丰栈内创设“妙众堂”药铺。他
在行医之余，习练具有中医调养功效的五行拳
法，并根据五行拳法创设出具有正骨按摩保健
功效的“妙众堂魏氏五行针推术”技艺。这项技
艺经过几代人传承发展后，我的父亲魏水将“魏
氏五行针推术”技艺与现代养生技艺相结合，总
结出一套完整的五行针推术技艺。

我自幼跟父亲悉心学习这项祖传技艺，成
为第五代传承人。遵循祖训，我系统地学习了
中医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研习这项技艺。小
时候奶奶经常教导我：“要做善良的人，多行善
事。”这也是我们“妙众堂”一代代传承人的立身
之本，立业之基。

记者：作为非遗传承人，您在非遗技艺传承

中是否也做了进一步的创新？这些创新具体体

现在哪些方面？

魏丽丽：这项非遗技艺已经连续传承了一
百多年，我在传承与发展这项非遗技艺中，在坚
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非常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
科技的结合，不断探索和发展新的理念，坚持
“传承创新，与时俱进”。

“魏氏五行针推术”在操作过程中，对于操作
者的技术有很高要求，对于没有三年以上操作功
底的人来说，这是存在一定危险性的。作为“魏氏
五行针推术”的第五代传承人，我通过多年的实践
操作经验，结合传统技艺，创新技术与规范，规避
了传统操作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风险。我在这
项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中，引入了科技元素，结
合现代医学理论，优化了部分针推手法，拓展了理
疗范围，使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健康养
生需求。我还致力于将这项中国传统技艺推广
到国内外，推广到更广泛的受众中去应用。

记者：您的儿子王桐自幼跟随您研习“妙众

堂魏氏五行针推术”技艺，即将成为第六代传承

人。面对新一代的传承人，您对其有着怎样的

期许和规划？

魏丽丽：作为第六代传承人，王桐从小接受
的是母传子的传统家庭式传承。但是面对现代
社会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传承人还需
接受更为系统化科学化的专业教育，所以王桐在
认真学习“魏氏五行针推术”全部技法的同时，还
作为一名大学生在高校就读康复治疗专业。

我希望，王桐能够做到传承和发扬并举，坚
守与创新并重。利用现代科技和医学手段不断
创新“魏氏五行针推术”，把这项中华传统非遗
技艺更好地传承、发展下去。我们每一代传承
人，传承的都是技艺精髓，这是家族的使命，也
是社会的责任。我期望王桐能够坚守古方古
法，保持传统技艺的精髓，确保技艺的正宗与纯
正，同时也希望他能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市场需求相结合，开发
出更多适合现代社会的产品和服务，让这一传
统技艺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百年老号“妙众堂”，已经走过“第一个100
年”，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助力第六代传
承人，传承好“下一个100年”，让“妙众堂魏氏
五行针推术”世代相传。

非遗发扬光大关键在于
守正创新适应现代生活

记者：您认为非遗技艺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的关键在于什么？

魏丽丽：“魏氏五行针推术”作为众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是世代相传、口传
心授的活态文化遗产，凝聚着民族的智慧。为
了能确保“魏氏五行针推术”能够世代相传并发
扬光大，我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俱进，为非遗注入
新活力。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坚持守正创新：在保持传统技艺的核
心价值和精神内涵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求进
行创新和发展。这意味着作为非遗传承人，需要
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使传统技艺
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满足现代人的认知与需求。

第二，适应现代生活需求：非遗技艺的传承
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

生活方式。例如，通过简化复杂的传统技艺，使其
更易于学习和传播；将传统技艺手法与现代科学
技术融合，创造出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现
代发展需求的新方式。

记者：为了更好地传承，在人才培养上您有什

么新举措？

魏丽丽：我们的新举措有以下几方面：首先，
积极培养新的传承人，确保他们全面掌握“魏氏五
行针推术”的技艺和知识，包括其历史价值、养生
价值以及创新技艺等；其次，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
体系，除了技艺培训，还注重培养传承人的创新思
维和多元化能力，使他们在传承的基础上能够进
行创新和发展；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强调实践经验
的积累，同时注重理论学习，确保传承人既有实际
操作能力，又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持续学习与交
流，鼓励传承人持续学习，与行业内其他专家进行
交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为传
承者提供国际交流平台，实施激励与评价机制。

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于传承人，我们的新举措
调动了传承人的积极性，通过技艺手法实现商业
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现代社会人们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和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您计划让这项非遗在健康产业

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魏丽丽：我本人致力于传承和推广传统中医
养生文化，我们将非遗技艺融入健康产业，发挥其
在养生保健和康复等方面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
以下几方面：

开发以非遗技艺为基础的健康产品和服务。
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建设中医康养中心和中医药文
化博物馆，并设立“妙众堂魏氏五行针推术非遗传
承基地。”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广非遗技艺在健康
教育和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做好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

服务的基本路径，遵循“老年健康促进行动”，促进
老年人健康，充分运用和发挥中国传统绿色理疗
的强大生命力。

对“魏氏五行针推术”这个非遗项目，要进行
三老三新规划，三老：恢复老医馆、老药方，展出老
物件儿。三新：用新的传承模式、新的健康理念的
传播、新的诊疗体系，带动全民健康意识的提升。
从未病防治开始，提高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

记者：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中存在怎样

的困难？未来新的目标是什么？

魏丽丽：传统的授徒方式是一对一进行讲授，
通过数十年的师徒传承方式，一位师傅一生仅有
几位弟子，导致非遗项目的落寞。这样的发展也
难以在数量上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我们
需要探索整理新的有效传承方式。

未来，在培养传承人方面，我们要打造非遗传
承基地，分为三种方式：第一，开展公益讲堂，为广
大百姓传授最基础的理疗方法，百姓可自学自用；
第二，面向具有医师资格的非遗传承人进行授课，
把这项非遗项目中的刺络术、正骨术等传统技艺，
传授给有医师资格证的群体，让他们成为有特殊
技艺疗法的医生；第三，我们对社会人群进行公益
性系统培训，把“魏氏五行针推术”的按摩术、拔罐
术、刮痧术和艾灸术传授给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
理疗师和按摩师，为各地养生理疗机构输送人才，
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并鼓励技术过硬的传承人自
主创业。
“妙众堂”作为中华老字号，不仅是一块金字招

牌，也是民族文化记忆的活化石。“妙众堂”拥有世代
传承的技艺和服务理念，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文化价值。我们计划10年内做到“魏氏五行针
推术”非遗项目的万人传承培训计划，帮助大家创业
就业。总之，现代社会需要传统技艺传承与创新的
完美结合，这将使得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深度挖掘内容

AI技术赋能诗文化传播

古典诗文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在文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
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这些作
品通过精练的语言、优美的意境以及深刻的内
涵，展现了古代文人对于自然、社会乃至人生百
态的独特见解与感悟。它们不仅是文字上的艺
术品，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
流的桥梁之一。
《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节目是近

年央视热播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南开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才庶表示，古典诗文是我
国传统文化中兼具文学性、历史性和思想性的
文艺类型。这些综艺节目充分调动了中国古典
文学的丰富资源，通过影像媒介的多维重塑，将
古典诗歌与文化以通俗易懂、丰富多元的方式
表现出来。

唐诗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诗歌史最璀璨的

瑰宝，大型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聚
焦唐代“顶流诗人”，紧扣唐诗名篇主线，生动讲
述以王勃为首的“初唐四杰”、孟浩然、王昌龄、
李白、王维、岑参、杜甫、白居易、杜牧、李贺、李
商隐等唐代诗坛巨匠的文学与人生故事。

节目中的诗歌是诗人情感的流露和人生的
写照。例如，在节目中，观众可以追随王勃的足
迹，看到他短暂却传奇的一生。王勃年少成名，
才华横溢，但也因意气用事写下《檄英王鸡》而
遭遇贬谪。当他来到滕王阁，挥毫泼墨，写下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
有数”之时，这不仅是他在人生低谷时的深沉感
慨，更是对浩瀚宇宙的深刻思考和对命运无常
的深切体悟。

在孟浩然篇中，节目则展示了孟浩然与王
维、李白、王昌龄的友谊。孟浩然与李白品诗论
文、相谈甚欢，李白多次赠诗孟浩然，一句“吾爱
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跟李
白同龄的王维，与孟浩然亲密无间。孟浩然赴
长安参加科举落榜，为了帮他排解落第之苦，王
维带他参加各种诗会，孟浩然以一句“微云淡河
汉，疏雨滴梧桐”诗冠京城。王昌龄遭贬谪途经
襄阳，孟浩然备美酒款待，直言“人生在世，但求
此刻之真”。王昌龄宽慰友人，尽显真挚情谊。

周才庶表示，节目深度挖掘每位诗人的人
生故事、立足于传统诗歌文化，通过深入挖掘诗
人的人生故事、性格际遇及重要抉择，让观众更
加了解他们的性格、情感和思想，从而更加深刻
地理解诗歌的内涵和价值。这种深度挖掘不仅
让传统诗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观众在欣
赏节目的同时，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她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大一
统时期，唐代的诗歌更是达到顶峰，充满瑰丽的
想象与磅礴的气势。将这一时期的文学以综艺
节目的形式展现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成功地将传统诗

歌与现代表达方式相结合。节目采用“沉浸式
实景演绎+电影化拍摄+AI赋能文旅体验”模
式，通过场景搭建、演员表演和诗歌朗诵，将唐
代诗人们的生活与作品有机融合，让观众深刻
感受诗人的情感与意境。这种创新的表现手法
不仅让年轻人重新发现了唐诗的魅力，也让传
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节目为深入了解李白的成长环境和求仕生
涯，借助AI技术，探访团“穿越”古代蜀地成都，
邀请李白“穿越”至千年后的湖北安陆。在王昌
龄篇中，为了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塞外”的
苍茫与壮美，探访团特地前往宁夏中卫，体验
“大漠黄沙”。

节目还设置了孟浩然与李白比试剑法的戏
剧片段，为节目增添了武侠色彩。李白的“仗剑
去国，辞亲远游”，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
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些诗句通过节目演绎
变得生动，引起观众共鸣。为了再现诗人风采，
节目组升级了实景搭建，广泛吸纳史料精华，依
托考古发现与文物佐证，反复推敲剧本，力求贴
近史实。此外，节目邀请了来自权威机构和高

等学府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并在多个领域
严格把关。

周才庶表示，节目结合现代科技手段，通过
AI技术赋能文旅体验，让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
时，能够更加便捷地了解唐代的历史文化，以及
一些旅游景点。这种创新的形式使得观众能够
更加直观地感受唐诗的魅力和诗人的风采。

多元表达方式

穿越时空的诗情画意

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意与境的场景构设包
括情随境生、移情入境、物我情融等方式，在意境
的创新方面讲求向往感、沉浸感、超越感，追求作
品对于人心的净化作用。周才庶表示，当下综
艺节目对古典诗文中的故事进行场景化叙述，
方式包括学者对古典诗词进行解说、演员对诗
文典故进行演绎、将幕后创作过程置入节目中
等，从而不断探索诗词内涵的现代化表现方
式。《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典籍里的中
国》《中华好诗词》等综艺节目都设置了解释诗文
的重要环节，这增加了节目的知识性和思想性。

作为一档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中国诗词
大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节目观众包含了从
儿童到老年人的各个年龄段人群，而且通过亲
子共赏、多媒体传播等方式，节目进一步扩大了
影响力，节目的高学历观众比例也增加了，显示
了其文化价值的深度和广度。

节目通过引入竞技元素和娱乐化手法，如
“飞花令”和现场沙画创作抢答，增加了节目的观
赏性和参与感。这种结合使得文化节目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严肃氛围，而是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节目中的解说多由专家在选手答题后进行，重点
介绍题目中所涉诗词的创作背景、作者生平及典
故含义等，这种方式更像是一种诗词的通识教育，
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诗词的内容和意境，从而加
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
《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于中国古代重要典

籍，如《论语》《道德经》等，通过讲述这些典籍背
后的故事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来展现
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节目中的解说不仅涉及
文本的解读，还包括了对其历史地位、哲学思想
等方面的探讨。
《经典咏流传》邀请文化学者以及知名艺术

家共同参与，以演唱经典诗词歌曲的形式，结合现
代音乐元素，重新演绎古代诗词。节目中的解说
往往围绕诗词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及其在当代
社会的意义进行，旨在让观众在欣赏美妙旋律的
同时，深入了解诗词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
《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在“诗词+家庭”为关

键词的跨界文化空间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代家庭教育和家庭成长中的内涵价值，并以
传统元素和中国色彩呈现“中华诗词宇宙”的东方
审美，让诗词经由家庭传递，培养家庭成员共同的
爱好，是对趣味国学、寓教于乐的进一步尝试。

周才庶表示，诗歌类综艺节目还积极尝试
跨界融合，将古诗词与现代音乐、舞蹈、戏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视听盛

宴。例如《经典咏流传》将古诗词与现代音乐巧妙
结合，用当代最流行、最易懂的方式让诗歌焕发了
新的生命力。这种跨界融合不仅丰富了节目的内
容和形式，也拓宽了传统诗歌的传播渠道和受众
群体。学者对古典诗文的解说是诗文诠释的传统
方式，演员对诗文典故的演绎则是综艺节目关于
古典诗文的创新表达，这是综艺节目场景化叙述
的主要力量。《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等电视
综艺节目通过设置小型的戏剧表演来讲述与古典
诗文相关的故事，演员生动的表演也成为综艺节
目的一大亮点。演员的表演是可视化的。表演进
程虽然是节目制作的外在表现，但它反映出节目
的中心理念和内在逻辑。

谈及未来此类节目的优化方向，周才庶表示：
首先，建议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聚焦于
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匠如李白、杜甫、苏轼等，
还应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风貌进行全面展
现，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其次，运用数字技术的力量，通过现代影像
媒介的方式呈现古典诗文辞赋，力求在真实性、文
学性与通俗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最后，进行多媒
介的交融创作，将传统电视节目与短视频二次创
作相结合，实现全方位的传播效果。

诗意生活触手可及

古诗词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古诗词作为文学的瑰宝，蕴含着中国人深邃
的情感与独特的中式意境。近年来，大型文化音
乐节目《经典咏流传》为观众带来了大量优秀的音
乐作品。该节目通过“和诗以歌”（即“以歌唱诗”）
的形式，使中国古诗词在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旋律
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中国音乐在与古诗词的
交融中展现出独有的魅力。

中国古诗词自古以来就有“入乐歌唱”的传
统。先秦时期，我国便已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
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墨子�公孟》中记载：“诵诗三
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从《关雎》到
《凤求凰》，从《阳关三叠》到《大江东去》，从《忆秦
娥·恒山月》到《声声慢》《春花秋月何时了》，古典诗
词孕育了无数经典音乐作品。“和诗以歌”的传统为
中国音乐注入了经典的基因。时至今日，提及《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经典诗词，人们脑海中仍然
会响起熟悉的旋律。那些经典的古诗词歌曲，如同
在现代生活中播下的诗词文化种子，随着它们开花

结果，诗词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当古典诗词与建筑相融合时，能极大地提升

建筑的艺术魅力。在紫禁城的雕梁画栋间，镌刻着
“金水桥畔白宁寿秀美，九龙壁前彩御花芬芳”；苏
州园林的每一处景致转换中，都仿佛诉说着“苍松
翠竹迎佳客，明月清风伴故人”的雅趣；而在莫高窟
那飞天曼舞的壁画里，则描绘着“敦煌道远万里长，
三春雪霁天未晴”的壮阔。这些传统古诗词如同珍
珠般镶嵌于各处，不仅易于传颂、深入人心，更在民
间广为流传，成为跨越时空的经典名句。

无论是以古诗词为主题的时装秀还是美妆产
品，将古诗词融入时代潮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古诗词的传播效果，还能
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在“诗韵霓
裳”时装艺术大展中，设计师兰玉巧妙地将中国传
统非遗技艺如苏绣、堆锦、绒花等与现代高级定制
服装艺术结合，通过写意设计手法，将古代诗词的
意境转化为可穿着的艺术作品。每件作品都根据
特定诗句精心设计，不仅展现了传统工艺的精湛
之美，也体现了现代审美观念下的创新表达，为古
诗词文化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女性彩妆产品设计方面，故宫系列美妆产
品等深受广大爱美人士的喜爱。这些产品不仅注
重外观设计上的美感，更强调内在品质和文化内
涵的提升。例如，一些口红的颜色灵感来源于故
宫建筑的色彩，眼影盘的设计则借鉴了古代绘画
作品中的图案和色彩搭配。这些细节之处无不体
现出设计者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去年夏天，电影《长安三万里》走红，激发了人
们对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共鸣。影片结合李白、
高适、杜甫等诗人的梦想与48首唐诗，生动展现
了这些诗人的形象，引发了“唐诗热潮”。短视频
平台上的“长安三万里中的唐朝冷知识”系列视
频，讲述了影片中唐诗和诗人背后的故事，广受网
友喜爱，网友们积极参与相关活动，通过诗歌朗
诵、舞蹈、戏曲等形式表达对唐诗的理解与感受，
让古诗词焕发新活力。

今年，在第二届五大道海棠花节上，海棠铺
绣，游人如织。在大理道回望，花群与人群相遇在
街头巷尾，人们不经意间就与春色撞了满怀。那
些点缀在墙面上、枝条上的诗词，“枝间新绿一重
重，小蕾深藏数点红”“著雨胭脂点点消，半开时节
最妖娆”“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它们写出了诗人爱花惜花之情，它们与春日、与游
客浪漫合拍。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
心灵之旅，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之余找到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静谧之地，感受到了自然之美以及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古典诗词文化综艺节目肩负着传递“诗意力
量”的责任，成为了大众文化中的一股“文艺清
流”。例如，《经典咏流传》将经典的诗句与当代人
的价值观念相结合，用“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这样的诗句表达了普通人追求梦想、活出自我的
愿望，观众能够体验到诗意生活的美好。经典诗
词蕴含着丰富的意义，无疑是对大量现代文化产
品缺乏深度的一种补救。诗词艺术与当代文学、
当代生活接轨，关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的新问题，
共建了时代话语。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为
古诗词的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近年来，随着
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推广，社会各界对国学
的热情持续升温。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是连接过去与现在
的桥梁。古诗词与流行音乐结合，与现代书画艺
术融合，融入时尚潮流和文创产品开发中，从而更
多元化地引领古诗词在新时代的融合发展并产生
新的生命力，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
的道路，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传统诗歌。

追踪热点
日前，央视推出的综艺《宗师列

传·大唐诗人传》凭借其创新的呈现

方式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赢得了

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近年来，一系

列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不仅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国学

热”，也吸引了全球观众的目光。由

央视打造的《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

流传》《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

等，以及地方卫视推出的《中华好诗

词》《奇妙的诗词》《诗意中国》等，这

些节目通过讲述真实感人的故事并

结合嘉宾们的深度解读，创新表达方

式，激发了人们对古典诗文、对传统

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热爱。

热心于公益事业的魏丽丽是一名“80

后”，她曾被评为“天津市十佳助残爱心大

使”“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爱心大

使”。就是这样一位内心充满阳光的“爱心

大使”，不仅是百年老号“妙众堂”名下四个

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如今还是“妙众堂”的

掌门人。她不但认真梳理祖传技艺中的精

华来服务大众，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

创新发展非遗传统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