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18年6月21日  本版编辑／刘立稳   美编／熊晓丽
E－mail:liulw@fengone.com文娱·守艺

专访滩头年画新生代技艺传承人钟星琳——

古老非遗变网红？这个“90后”妹子有办法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视频：见习记者 莫雪霈

钟星琳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为了

全身心投入到非遗传承上来，她辞职了。

因为父母工作忙，钟星琳从小在滩

头镇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回想起小

时候，她总是想到同一个场景：小作坊

里，白炽灯亮着，黄色的光笼罩整个屋

子，让她感觉很温暖。爷爷在一旁专心

地调着颜料，天热的时候，白背心都湿

透了。钟星琳安静地站在一旁，有时为

颜料加些水，有时为爷爷擦擦汗。而奶

奶这个时候一般是在“点睛”：给年画

需要手工上色的地方上颜色。

前几年，钟星琳的爷爷、奶奶相继

过世，钟星琳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了。“将

滩头年画发扬光大是爷爷、奶奶的遗

愿。”钟星琳说，“他们坚持了一辈子的事，

不能到我这一代就失传了。”

目前，钟星琳已经开办了一家传习

所和一家展示体验馆，每个月开销很

大。很多时候，支出甚至超出了收入，

但钟星琳一直在咬牙坚持，坚持互联网

传播与实体研习所相结合的推广模式。

她也坚信，自己一定会把滩头年画的传

承做成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当几百岁甚至上千岁的文物遇上抖音，会出现怎样的情景？那场面
实在太嗨：兵马俑“唱起了摇滚”，青铜器“开口训话”，唐三彩“大秀演技”
……

今年 5 月，全国七大博物馆联合推出的抖音“文物戏精大会”相信
一定刷新了你的认知高度。然而，在此之前，来自邵阳隆回的“90 后”
小姑娘钟星琳，早已用类似的方式在不断推介现已三百多岁的滩头年画
了。而且，仅仅几次直播，她就让非遗变成了网红！

线上直播：让互联网来露一手

线下研学：让孩子们爱上非遗
在线上，钟星琳通过直播等方式传

承非遗，在线下则是通过研学进行推广。

6 月 1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位

于长沙市雨花非遗馆内的“滩头高腊梅

年画长沙传习所”，见到了正在给学生

上课的钟星琳。

记者看到，传习所采用中式装修风

格，古色古香而又不乏个性，每一个细

节似乎都在传递文化理念，比如室内每

个灯罩的四个侧面都有一幅年画，独具

匠心。

钟星琳告诉记者，传习所分为滩头

年画展览区和手工研学区。展览区展出

16 幅滩头年画代表性作品以及年画刻

板；研学区设立中小学生课外实践课程，

包括《老鼠娶亲漫画版》、《美猴王》等

手工体验项目。在这里，每次实践课能

接待 40 名左右的学生同时体验年画制

作，作品合格的学生颁发“小小非遗传

承人”荣誉证书。自 2017 年 11 月试运

营至今，这里已经接待全国各地中小学

生和大众实践体验者 3000 余人次。

这套研学课程是钟星琳去年在清华

大学进修时，和一位师姐一起研发的。

“我们的理念是传承技艺、创新内容。”

钟星琳告诉记者，为了研发这套课程，

她花了很多心思。比如套色技艺是滩头

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按照传统

的做法会很复杂，于是她就进行了适

度的简化，只留下红黑两种颜色。此外

为了让小孩子们更加喜欢，她将《老鼠

娶亲》改成了漫画版。如今随着教学实

践，这套课程已经进行了4 次调整，越

来越完善。

记者采访当日，恰好有来自长沙雅

礼雨花中学的同学们在上研学课，只见

同学们看看这、摸摸那，对一切都充满

了兴趣。待钟星琳和助教讲解完，同学

们便迫不及待地操作起来。带队老师、

雅礼雨花中学艺术教研组组长王樱告

诉记者，“我点名要大家学习滩头年画”。

王樱认为，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要从湖南本土逐步扩展到全国，先把本

土的传统文化了解扎实，才能由浅入深。

钟星琳表示，像这样的研学，平均

每周有三四次。小朋友们的热爱，每每

都让她甘之如饴，对未来充满信心，也

让她觉得有责任将滩头年画的触角伸

得更深更远。今年“六一”，钟星琳发

起了一次不同以往的研学——和湘潭救

助站合作，举办半公益性质的“留守儿

童与困境未成年人六一研学活动”。

这次活动，钟星琳酝酿已久。钟星

琳曾是一位媒体人，在过去的采访中接

触过不少留守儿童和困境未成年人，知

道他们几乎很难有条件接受课堂以外

的传统文化教育，就一直想着组织这样

一场活动。6 月 1 日，滩头高腊梅年画

长沙传习所终于迎来了 30 多名 8-12 岁

的小客人，“在活动中，我觉得他们比

一般的小孩子更听话、更认真，乖得让

我心疼。他们十分珍惜活动中的每一分、

每一秒”。

“孩子们走的时候，每个人都拿着

至少一幅自己完成的年画来请我点评。”

钟星琳告诉记者，其中有一个 8 岁的小

女孩将 4 种样式都做了一遍，而且完成

得都特别好。

“别的小朋友最多只完成了两幅，

你怎么一下子做了4 幅？”钟星琳问她。

“因为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做了。”小

朋友这样回答。

这位小朋友的话给钟星琳带来了很

大的触动。“这绝不是最后一次，一定

要让他们有机会再次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钟星琳说，下一步她将有计划

地推进“非遗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

活动，让小孩子们在家门口和校园里感

受非遗的魅力。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隆回滩头年画

在业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早在 2006 

年就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钟星琳出身于年画世家，今年湖

南新增的 45 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

就有她的父亲钟建桐。钟星琳的爷爷钟

海仙、奶奶高腊梅也都曾是该项目的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

水印年画，它以浓郁的楚南地方特色，

自成一派。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滩

头年画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术风格：

艳丽、润泽的色彩，古拙、夸张……鲁

迅先生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专门描述

了滩头年画《老鼠娶亲》，并将该年画视

为珍品加以收藏；而且，《老鼠娶亲》年

画不但在中国国内广泛流传 , 甚至早已流

传到俄罗斯、越南等国。 

2017 年 6 月 28 日，作为家族式非遗

技艺传承人，钟星琳在社会各界的见证

下向父亲钟建桐行拜师之礼，并承诺将

正式接过老一辈非遗艺人的接力棒，号

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非遗的传承和保护。

年轻人如何加入古老非遗的传承与

保护？钟星琳决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

特点，突出自身优势，充分运用互联网。

于是，从今年年初开始，钟星琳就开始

尝试通过直播的方式，将滩头年画“贴

进”手机屏幕。生活中的非遗技艺继承人，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直播中的“年

画小姐姐”。短短几个月时间，她先后直

播过滩头镇的老作坊，制作

年画的器材，以及父亲钟建

桐制作年画的过程等等。

“大家好，年画小姐姐又

和你们见面了！今天给大家介

绍的是滩头年画的制作。滩

头年画从 造纸 原 料的选择、

纸张的制造，到刻版、七次印

刷、七次手绘，一张年画的生产需要经

过二十多道工序……”钟星琳告诉记者，

每次在这样的网络直播过程中，她其实

心里也没底，“就如同许多非遗项目如今面

临的处境，你明知道有人感兴趣，却不

知道这些感兴趣的人在哪里。”但是，钟

星琳并不着急，不急于求成，因为滩头

年画对她来说，早已不仅仅是一个非遗

项目，而是一种毕生追求。

5、10、100、1000、10000…… 随

着直播的推进，让钟星琳没有想到的是，

虽然一共只直播了七八次，但最高一次

却有上万人观看。这个数字让她找到了

自信，也明确告诉了她，自己坚守的传

统文化一样能成为“网红”。

小试牛刀就有这么多观众，除了滩头

年画自身的魅力，跟钟星琳这个主播也

是分不开的。

钟星琳是一个活泼可爱而又不失内涵

的“90 后”女孩，再加上突出的形象气

质，自然容易“吸粉”。在直播中，她会

耐心回答观众的问题，即便因为观众进

入直播间的时间不同，她也会不断重复

回答相同的问题。“观众问得最多的问题

是，这些漂亮的年画来自哪里。”钟星琳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直播让全国各

地的观众知道了湖南有一个滩头镇，滩

头镇里有漂亮的滩头年画。还知道了从

手工造纸到年画成品都在一个地方生产，

这在全国年画制作中极为鲜见。

除了直播，钟星琳还尝试了许多其它

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微信

公 众号、淘宝店铺，尤其是

最近的抖音短视频都有超乎

寻常的传播效果。钟星琳说，

自己尝试这么多种传播方式，

最终无疑还是为了传承，为了

把传统文化以大众喜爱的方

式呈现出来。

未来心愿：老手艺不能在我这失传

看同学们展示

自己的作品，

是钟星琳最开

心的时刻。

创作中的钟星琳，常常忘记身边的一切。

扫一扫，
分享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