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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跨界设计“上新”国潮T恤王赞波：“拾金”故纸堆的乐趣

我和潘家园的故事

还原手工艺创作活态

伴随着复工复产的进程，潘家园市场

的商户正在陆续回归。去年同期，潘家园国

际珠玉回流精品博览会、潘家园陶瓷文化

展都已经登陆市场。疫情的突然来袭，使得

今年各个文玩市场、文博机构的新活动都

未能如约而至。

在文化行业从业者眼中，博览会上活

跃的交易氛围亟待盘活。北京商报记者

近日从潘家园旧货市场管理部经理宋武

林处获悉，一条全新的“非遗手工艺文化

街”将要引入市场，预计将用时两个月打

造完成。

据了解，2008年便入驻潘家园市场、

经营红木雕刻的老商家许国卫将为这条文

化街设计、制作作坊小亭。“看似简单的亭

子，将遵照古建的传统形制———夏季晒不

过屋檐，冬季有光照进入，目前这样的单个

占地约15平方米的仿古作坊正在制作中。”

由多个作坊小亭连接而成的“非遗手

工艺文化街”将要落地于潘家园市场东

区———不只是静态的陈列，而是动态的呈

现。“计划引入非遗手工艺师现场创作，在

市场特定的时间教学、展示。”许国卫表示，

陶瓷艺术、珠宝首饰雕刻镶嵌、刻印、手工

编织等都可以在作坊中还原制作过程。

在此次“活化”呈现非遗制作现场的布

局之前，潘家园市场就有“非遗”传统。据了

解，目前市场内经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商户就有1200余家。

涵盖衡水的鼻烟壶、江苏的绣品、东阳的木

雕、曲阳的石雕石刻、新疆的白玉等众多包

含传统民族技艺、技法的手工艺品类。

非遗人与市场的双赢

非遗手工艺者、经营者是受困于疫

情影响的群体。景德镇陶瓷手工艺师黎

懿凡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景德镇一带的

许多工作室在疫情管控期都面临着经

营的难题。“有的几个月也就卖了两万

多块钱，连房租都不够，许多同行都在

苦苦支撑。”

身为手工艺从业者之一，在许国卫看

来，经营是许多非遗手工艺者的弱项，需要

以新的方式谋变现：“手艺人东西卖得好

坏，时常与手艺高低并没有太大关系。许多

人不擅长销售，且边做活边经营，精力也打

了折扣。手工艺人的客源也非常有限，极容

易饱和。”许国卫认为，“非遗手工艺文化

街”的功能集现场制作、展示、销售于一体，

入驻的手艺人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创作

本身；且潘家园多元的客流也将成为手艺

人的潜在客源。

谈及市场在“蛰伏期”加码非遗的考

量，宋武林表示：“潘家园市场在招商引资

方面的调整基于国家的宏观政策。从提倡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市场也注

重扶持非遗手工艺。”据宋武林介绍，潘家

园一直在推进非遗的市场化进程：“除了

为非遗商户提供更多的租金优惠政策外，

十几年来潘家园也通过坚持举办非遗博

览会的形式，给非遗商户们提供一个展示

的平台。此外，潘家园还助推非遗商户们

‘走出去’，更多地参与非遗项目的交流与

互动。”

虽然线下活动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启，

但据宋武林透露，“非遗手工艺文化街”也

将成为未来“潘淘荟”及各个博览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以呈现真正的创作现场来“活

化”市场。

“进行时”的直播潜力

黎懿凡对这样的非遗场景表示期待。

“房租层面的扶持对于手艺人来说是很大

的利好。因为手艺人往往来自五湖四海，来

到潘家园寻求机遇，也算是‘北漂’群体之

一。起步时能够获得房租的减免，能解决最

现实的问题。”据了解，作坊小亭15平方米

的租金还要低于潘家园地摊。

非遗手工艺现场的还原度，也将成为

市场与手艺人需要考量的具体问题。在黎

懿凡等手艺人看来，一些非遗工艺和普通

观众或者顾客来说，是有壁垒的。“例如陶

艺的古彩技艺，正宗的古彩涉及许多道工

序，一件精美作品的完成可能需要一周以

上的时间。对于现场展示能够做到什么样

的程度，面对怎样的受众，都需要估量。”黎

懿凡指出，一些技艺的现场呈现会有取舍、

精简，但也应该避免被过度的“泛化”，不能

让观众误解非遗技艺本身。“现场制作，将

呈现一套适宜的方式。”

当下许多非遗人频频现身短视频与直

播已成为一种现象，在许国卫看来，手艺人

在非遗作坊中的“进行时”也与直播有许多

契合点。“从长远来看，非遗作坊的形态也

存在着打造特色直播间的可能。常来潘家

园市场淘货的中小主播，可以与手艺人在

文化街上形成一种展售的合作。由手艺人

专注展示技艺，有市场经营资质认可的主

播在镜头前介绍相关的非遗制品，各取所

长。”对于经营者来说，非遗作坊小亭，也具

备成为“共享直播间”的潜力。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
贾丛丛/漫画

北京商报讯（记者 胡晓钰）近日，
潘家园市场发布了5月的文创新品———

3款原创的国潮风T恤。T恤的图案均由

潘家园总鉴定师师俊超督造，底稿由青

年书画家康峰担纲绘制。这也是潘家园

市场又一次与青年艺术家的合作，让民

间传统文化符号融入当下的表达，打造

文创衍生品。

据了解，康峰曾获“中国青年美术

家百杰”称号，其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

立足传统，形成属于自己的中国画艺术

语言。康峰的作品风格清新，设色淡雅、

明丽，被博物馆等专业机构、个人争相

收藏。此次T恤的设计纹样也延续了其

绘画风格。

国潮风T恤设计共有3款图案，取

材自古代传统文化与传说中的形象，

分为豪横（唐狮）、百毒不侵（金翅大

鹏）、称心如意（仙草灵芝）3款，每款都

有黑白2种颜色，总共6种样式。据康峰

介绍，金翅大鹏鸟又叫迦楼罗鸟，意译

羽毛美丽者。显宗中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金刚座证道时所具的6种庄严

中，顶饰庄严即是此金翅大鹏鸟，象征

着弘法利生事业的胜利。自古至今人

们供奉这种金翅大鹏鸟，把金翅大鹏

鸟当成护法神，作为保佑平安的心灵

寄托。

唐狮同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

的形象，带有吉祥的寓意。相传唐狮是

狮子和麒麟结合的产物，英姿飒爽、万

兽皆为其称臣。此外，在中国传统观念

里，唐狮具有四平八稳、祥瑞之兆、趋吉

避凶的寓意。

灵芝的颜色鲜艳、形状优美，传说

中它是瑶姬的化身。瑶姬是炎帝最小的

女儿，聪明、漂亮，但她还没有出嫁就夭

折了，在她夭折的地方长出了一颗灵

芝，所以人们把灵芝说成是美的化身。

灵芝菌盖表面有一轮轮云状环纹，被称

为“瑞征”或“庆云”，是吉祥的象征，后

来演变成“如意”。

据了解，潘家园礼物从塑造潘家园

吉祥物“潘爷”的形象开始，先后试水

了“老北京风情系列”“青瓷茶具系列”

等多种产品的设计和研发。潘家园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人们从文创产品

中体会传统手工技艺，并了解一段有

趣的历史故事。潘家园文创致力于将传

统的文化创新演绎为现代人生活中的

日常用品，让文创产品消费不仅限于旅

游人群”。

北京燕子修复工作室位于潘家园收

藏品大厅二楼276号，不大的方寸空间已

被线装书、金石碑帖和老照片填满。玻璃

门上贴着纸张，用毛笔工整书写着：“纸品

修复、字画装裱、古籍线装出版”等字迹。

店主王赞波入驻潘家园仅一年多，算

是市场里的新商户。据他介绍，此前他与

爱人在琉璃厂附近一家书店经营古旧书

销售和修复工作，书店被拆之后，他就将

工作室开到了潘家园。“这里聚集了许多

古旧书爱好者，还有博览会等活动定期举

行。”他的藏书以古籍和碑帖为主，还有许

多文献资料。每位爱书人都有一套属于自

己的收藏体系，王赞波也不例外：“我有大

量的手抄本，涉及各种题材，如科举、医

方、教材等，有一部分是家传的孤本。”话

语间，王赞波拿出了一本

民国著名书法家汪恂手

写的字帖。与现在印制的

新书不同，这本字帖由书

法家一笔一划亲自书写

而来，字里行间是旧时的

笔墨。

“这样的孤本价格也

就在数千元。”但在王赞

波看来，其价值很珍贵。

“遇到有意思的手抄本，

我们会将其出版。以前与

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过

线装本《汉溪书法通解》，

一函六册，选用的底本是

乾隆时期刻印的精写刻

本，嘉庆年间和民国时期

可能印过两次，后来便没

有了。这部书是书法名著，也是最早记载

毛笔执笔图的古籍，化一为百千，也是为

文化发展尽点自己的力量。”

对于古籍市场而言，细致的修复工作

不可或缺。据王赞波介绍，修复有一二十

道工序，修复师如同书医，对症下药，制订

修复方案，修复是个精细活，如同绣花一

样，要依据修复规范和传统技艺操作，抄

补缺失字的工作也很考验修书人：“有的

古籍缺页，就在相似的纸上手写一页补上

去，字体要与古籍中的印刷字体契合。有

时候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张。有一本康熙

年间的书残损很多，对于书籍来说，残了

就毁掉了，可能就难以流传下去。我们花

了半个月时间慢慢地修，要从人力成本来

说是很高的，但是能延续一段历史，其文

献价值却难以估量，值得去做。”

在大众眼中，古旧书收藏是小众且专

业的。书法知识、文史学养之外，还需懂得

纸张。王赞波却感到志同道合者有很

多———不光是院校老师，其实各行各业

有许多“隐藏的”爱好者。他指出：“古旧

书尤其是古籍是稀缺资源，不可再生且

造假很少，可读可藏，探究书中的历史文

化很有意思，因而受到大众青睐。有一部

分人靠此谋生，买了之后转手卖出。数千

元的书籍也经不起工薪阶层持续地买入，

普通藏家大多也是‘以藏养藏’，遇见更好

的版本，可能就需要出手此前品相较差

的。少数有经济实力的藏家才能够做到只

藏不卖。”

谈及古籍收藏市场当下的行情，王赞

波指出细分市场的表现不同：“高端市场

持续上行，中端市场略微向下，而低端市

场缩水得厉害———前几年市场火热的时

候，很多人往里投资、炒作，他们撤出来之

后，很多东西都被处理了。”

对于王赞波而言，“以读养藏”，在古

旧书、文献中做考证研究更是一番乐事。

从一本《姑苏名贤小记》中的唐伯虎传记

中，他便依此考证了南方服饰变化，发表

在相关刊物上。早于现在传统行业普遍转

战线上的流行趋势，他和爱人于2006年就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做起民间古籍保护宣

传，发表帖子推介古籍保护常识，从收藏

爱好者逐步转变为专业古籍保护文化传

承者。对于直播，他却表示不急于尝

鲜———“一个人安安静静写点东西、补点

东西，就很满足了。”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并摄

除了大家熟知的地摊、店铺、书市，北京商报记者近日从潘家园获悉，市场将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在东

区打造由非遗特色作坊小亭组成的“非遗手工艺文化街”。据潘家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场将对进驻非遗作

坊的手艺人通过租金优惠的方式加大扶持力度。此次的新设“作坊”不同于常规店铺，将集现场制作、展示、

销售于一体，还具有打造直播场景的潜力。在非遗手艺人看来，走出单一的埋头苦干日常，走进文玩市场与

直播，或许将“另有一番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