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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痴”来形容林仕元一点也不为过。
见到林仕元时，他正伏案桌前，对着一

块银胚敲敲打打，丝毫未察觉有人走进来。
房间很静，只听得见“叮叮当当”的声

音。灯光照亮一方案几，也照亮林仕元手中
的银胚，远看洁白一片。

这间位于福建省福安市中心商业街二层
的屋子不大，进门处挂着“林仕元大师工作
室”的牌子。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畲族银器制作工
艺代表性传承人林仕元的“家”。

之所以说是“家”，是因为这是林仕元一
天中待得最长的地方。只要不出差，他都在
这里构思、创作、打磨作品，一待就是10小
时以上。

工作室内，摆放着林仕元正在创作或已
创作完成的多件作品。银首饰、银茶具、银
摆件……件件精妙绝伦，见证了林仕元50多
年的艺术生涯。

16 岁时，林仕元拜师于福安市赛岐镇
一 户 远 近 闻 名 的 银 匠 世 家 —— 叶 家 。 当
时，打银行规严格，手艺不外传，叶家同
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师傅带徒弟，不要

把真货都“掏”出去。
林仕元却成了例外。艺满出师后，不仅

扛起了叶家“珍华堂”的银雕商号，师傅叶
惠雄还把女儿叶丽萍许配给他。

林仕元的手艺是苦练出来的。3 年学
艺，打银占据了林仕元生活的全部，5 时起
床，担水、扫地，忙到 7 时后开始打银学
艺，晚上总是最后一个收工。每年正月，林
仕元就随师父外出，走街串巷打银，一直到
当年11月底才回程。

林仕元是有天赋的。一次，一位有名的
打银老师傅说起自己的一件得意之作，回去
后，林仕元就根据老师傅的口头描述做了出
来。创作中，林仕元还对原先作品的不足进
行了改进。作品流传出去后，老师傅找到林
仕元：“你这小家伙，太厉害！”

创新的火种从那时就已点燃。当时，林
仕元学的是传统首饰制作工艺，随着时代发
展，流程繁杂、做工粗糙等问题渐渐暴露。
1985年，为振兴民间工艺，福建在全省选拔
民间艺人跟随香港师傅进修。林仕元幸运地
被选中了。在银器制作车间，现代化生产让
林仕元大开眼界，从1楼熔化车间学到5楼抽
花机使用，每道工艺他都不落下。得益于这
次培训，林仕元将生银和熟银技艺融合，实
现了自身技艺的突破，也推动了宁德银器行
业的创新。

此后，创新不断。在保存传统技法基础
上，林仕元对设计方式、雕刻技艺进行改
进，并发挥作为畲族银器制作工艺代表性传
承人的作用，在作品中融入畲族文化元素。
工作桌上，散落着不少用于雕刻的錾子。每

创作一件作品，林仕元都要根据作品特性，
自制新的打银工具。从艺至今，林仕元已数
不清做过多少錾子。

挂在福建博物院的一件长 880 厘米、高
56 厘米、厚 2 厘米、重达 1 吨多的双面银雕
作品《清明上河图》，如今是福建博物院的镇
馆之宝。这是林仕元带领8名弟子历时6年创
作的。细看作品，每片树叶的形态、每条河
流的走向、每个人物的表情，都栩栩如生。
为了这幅作品，林仕元熬白了头，变卖了家
当，历经2000多个日夜，将自己的艺术生涯
推向顶峰，奠定了自己在银器届工艺美术大
师的地位。

已经声名斐然的林仕元仍在创新。最
近，林仕元正在打磨一块银胚，雕刻着一龙
一凤，龙凤缠绕，构成一个“福”字。林仕

元说，龙是迎接即将到来的龙年，凤凰是畲
族的守护神。龙凤呈祥，既传承了文化，也
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精进工艺，不断创新出具有时代内涵，
符合人民期待的好作品，是我一生的追求。”
林仕元说。

壮大特色文化，夯实繁荣基础

“咚，咚，咚”，鼓声阵阵。踏着鼓点，一群身穿凤
凰装、头戴银饰的畲族姑娘走上舞台。翩翩舞姿间，银
色头饰随之摆动，灯光洒下，洁白一片。

这是2023年12月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建团35周年表演
的一幕。一方舞台，浓缩了畲族银饰、畲族服装、畲族
歌舞等众多畲族文化元素。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1988 年，为更好传播畲族歌舞
文化，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建立，成为全国最早以畲族命
名的地市级国有文艺院团。

“自建立之初，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就承担了传承畲族
歌舞文化，传播‘闽东之光’的重要使命。”宁德市畲族
歌舞团副团长雷胜辉介绍，30多年来，宁德市畲族歌舞
团围绕弘扬民族文化、创作文艺精品、深入文化惠民，
培育了一批文艺人才，推出了一批文艺佳作，成为展现
畲族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

舞蹈 《花朝节》、组歌 《山海的交响》、歌剧 《鸾峰
桥》 ……舞台上，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透
着浓厚的畲族风情。

细看节目单，经典与新作并存。近年来，宁德市畲
族歌舞团按照每年创排 5—8 个特色节目、每 3 年打造一
台大型剧目的思路，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每次要创作
一个节目，就组建一支小分队，到畲乡与畲民同吃同
住，从畲族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通过作品将文化传播
开去。”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演出部主任陈武芳介绍。

演出是传播文化最集中、最直接的方式。结合文艺
宣讲等活动，歌舞团将 18—30岁的青年演员组成文艺轻
骑兵，进乡村、进学校、进警营，将畲族歌舞带向闽东
大地的山山水水。自 2012年以来，歌舞团已开展惠民演
出 600多场。“观众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
了畲族文化。”陈武芳说。

为壮大民族文化，宁德市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性民族
文化保护法规《畲族文化保护条例》，组织编制《宁德市
畲族文化保护总体规划》，2018年起每年安排 330万元畲
族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宁德还大力培养畲族文化传承
人，在民族学校广泛开设畲语、畲歌、畲族武术等畲族
文化课程，壮大畲族歌舞团等文化传播载体。“系列举措
下，畲族文化的呈现形式越发多样，受众不断拓宽，更
多传承人涌现出来。”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民族社会
事业科科长钟月花介绍。

培育文化产业，推动创新传承

银，至雅至洁。一片银，借助其延展性，林陵祥用
双手反复打磨，设计出一把口耳一体的精巧茶壶。

林陵祥是福建省百年老字号“盈盛号”的传承人，
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畲族银器锻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在盈盛号，依托畲族银器锻制技艺打造
的银器已有上千种。

银饰是畲族服饰中的重要元素，银器锻制技艺是畲
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来去三千客，四万打银人。”是畲
族银匠的真实写照。

对银饰技艺的雕琢，林陵祥从儿时就已耳濡目染。
“盈盛号最初就是为打造畲族银饰、服务畲乡人民而创
的，员工 60%—70%是畲族人。”林陵祥介绍，在发展过
程中，盈盛号不断吸收融入畲族银器锻制的精巧技艺以

发展自身，形成了今天不断精进的制银技法。
与林陵祥专心琢磨手艺不同，哥哥林贤学是个生意

人。兄弟俩分工明确，一人钻研技艺，一人负责营销。
林贤学对畲族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理解。“2012 年前，

盈盛号只是做生意。”林贤学介绍，但市场上同质化的银
饰太多，如何打出自身特色？

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盈盛号开始挖掘文化。“打的就
是‘畲族牌’。”林贤学领着记者走进盈盛号的产品展
厅。一件件银制的茶具、餐具精巧绝伦。不同于传统的
纯白银制品，红、黄、黑等畲族色调和凤凰等畲族代表
性图案融入其中。“从卖产品到卖文化，附加值少说提升
2倍。”林贤学介绍。

“在设计中，我们融入畲族文化元素，本质是把畲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入其中，进而传播开去。”林贤
学认为，文化的传承，产业化是重要方式。“不能顶着非
遗传承人的招牌，坐等国家保护。我们要做实用、时尚
的产品，让消费者真心喜欢，真正认同，主动了解。”林
贤学说。

打造文化样板，赋能乡村振兴

如果说歌舞、服饰是畲族文化的单一品类，那么畲
族村落则是畲族文化的集合体。

近年来，为更好传承畲族文化，宁德加大对畲族村
的文化挖掘与保护力度，通过打造“畲族历史文化名
村”，建设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等举措，以点
带面，由小而大推进区域民族文化生态整体保护。

位于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的猴盾村就是第一批闽东畲
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周末的猴盾村，格外热闹。

几年前，猴盾村还是个人烟罕至的破败小村。结合
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建设，村里引入乡村振
兴指导员，多方争取文化传承保护资金，并开始有组织
地培训畲族文化传承人，有计划地进行文化整体提升。

看一场畲族歌舞表演，品尝畲族特色小吃，穿上畲
族特色服饰……行走在猴盾村，处处可见畲族元素，可
谓是畲乡风情游。不仅如此，猴盾村还组建了自己的畲
歌舞蹈队，表演范围从宁德走向省外。目前，猴盾村挖
掘并确立省市级畲族文化传承人 13 个，涵盖畲族山歌、
畲族医药等众多品类。

几年前，一位来自宁德市霞浦县半月里村的阿婆在网
上火了。照片中的她，身穿畲族凤凰装，站在林间劳作，光
影之下，乡间美景与民族文化交相呼应。照片走红后，网
红阿婆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上百人排队要给我拍照。”

与网红阿婆一同爆火的，还有半月里这个依山傍海
的纯畲族村。网红阿婆与网红村的背后，是当地对畲族
文化的挖掘与保护。

五步拳研学，畲族婚礼体验，学习畲族手剪……
“凡是村里有的传承项目，统统可以体验。”半月里村党
支部书记雷丽丽说，村里每一项畲族文化传承项目都有
不止一位传承人，每个传承项目都有一间传习所。

“我们为每个畲族文化项目打造一个传习所，传习所
由项目传承人主导运营和建设，从而让文化技艺有传承
空间，让游客有了更多体验空间，传承人热情也空前高
涨。”霞浦县非遗办主任李清燕说。

“传承人的高度热情，离不开市县两级文化部门对传
承人的重视和培养。”半月里村村民雷国胜是省级畲族小
说歌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市级畲族医药传承人。每年，
雷国胜都能领到5000元的传承人补助。

村子深处，还有一间畲族文化博物馆。馆高三层，
每一间都摆满了畲族生活的老物件。馆长雷其松几年前
将自家房屋腾出，自发收集畲族物件。

在宁德福安市，几个各具特色的畲族乡发挥各自优
势，尝试起了抱团发展。坂中乡的畲族医药、穆云乡的
特色水果、康厝乡的金斗洋畲族拳……依托发展联盟，
一条连点成片的畲乡旅游线成为现实。

“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我们将继续加大畲
族文化保护力度，更好推动畲族文化传承，将闽东之光
更广阔地传播开去。”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霍立昀说。

激发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
王崟欣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守护文化就是守护人们
的精神家园。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光辉灿烂的
文化，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宁德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推动畲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当地在发展中创新，激发出文化传承的内
生动力。

无论是畲族歌舞团从畲族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还
是畲族银饰依托产业发展壮大，都说明只有激发传承主
体的内生动力，才能让文化传承更可持续。

采访中，一位畲族银器传承人的话让记者印象深
刻：“作为文化传承人，不要总指望国家保护，而是要积
极主动进行产业化推进、市场化发展，努力创作出让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

人民群众接受，文化才能发扬光大；人民群众喜
爱，文化才能更好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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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市推动畲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
本报记者 蒋升阳 王崟欣

凤凰装、乌米饭、特色山歌……这些元素指
向一个少数民族——畲族。畲族在漫长的历史岁
月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畲族文化一
度面临断层。

福建省宁德市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区，有
畲族人口20.52万，约占全国的1/4。习近平同志
在宁德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畲族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写下《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
文，指出畲族文化是闽东之光的一个闪光点，要
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把闽东之
光传播开去”。

35年来，宁德持续推进畲族文化传承与保
护，通过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性民族文化保护法规
《畲族文化保护条例》，设立畲族文化保护专项资
金，建设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示范点等举
措，推动畲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
今，以畲族歌舞、畲族服饰、畲族民俗等为代表
的畲族文化正在闽东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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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仕元展示最新创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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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表演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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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宁
德市霞浦县溪南镇
半月里村参加畲族
文化研学活动。

郑培銮摄

▶宁德福安
市穆云畲族乡虎
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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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蕉
城区猴盾村畲族
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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