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销售售渠渠道道窄窄难难批批量量生生产产
非非遗遗撬撬不不动动大大市市场场
济南将评选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拓宽保护方式

■非遗保护启示录·保护

葛专家建议

“很多手工非遗过去多由社会中下
层人群生产，属于低端产品，缺少像书
画一样的附加值，但现代社会发展提高
了人们对美的感知，对艺术的眼光。”济
南民俗艺术馆馆长刘学斌认为，非遗面
对市场只能有选择，一是形成产品市场
化发展，可能面临淘汰；二是无法用市
场化衡量、有研究价值的，这就需要国
家特别保护，比如曲艺，保存其原有固
态。

济南市民俗专家张继平觉得，非遗
也要“供给侧”改革，在保证传统工艺的
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例如葡萄软月
是老济南的味道，但过去生活水平低，
人们对月饼的口感要求只是甜，而且只
有过节才能吃到。如果一直如此可能就
不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停滞不前了，不
如用海藻糖取代蔗糖，符合老年人健
康，增加儿童喜欢的口味，让他们不过
节也爱吃月饼。在不违背传统手艺的基
础上改进创新。”

看到旅游带来的商机后，不少非遗
人也曾经尝试过生产专门面向旅游市
场的非遗产品，但并不成功。对此山东
大学旅游系教授王晨光认为，这还是一
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只有当社会对非遗
有一个认可时，非遗传承人作为个人，
才会获得一个发展的平台。相反，仅靠
个人的力量，很难在社会认知度不足的
环境下取得成功，很难撬动市场。

“目前不少国内游客还停留在怎么
好吃、怎么好玩、怎么好看的阶段上，这
其实对非遗产品与旅游产品结合是不
利的。”王晨光以潍坊杨家埠风筝为例，
那里的风筝在文化层面上已经非常完
美，但在旅游市场上并未被大众所接
受，市场价值并不大。

对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王晨光认
为，政府最多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
用，而很难做到雪中送炭。因为旅游这
个行业，本身就是靠市场、靠消费拉动
的。只有当消费者自己的意识提高后，
政府推动才会起作用。“政府不能做旅
游产品的生产者，只能做旅游形象的塑
造者和宣传者。”

本报记者 于悦

非非遗遗也也要要““供供给给侧侧””改改革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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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唯一非遗油旋店再次开业却生意冷清。

非遗手工技能比赛上的非遗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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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非遗重获生命力，让传承人纷至沓来，最关键的还是要走向市场。目前，
济南部分非遗项目已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运作，但更多的个体非遗却在试水市场
化时屡屡碰壁。让非遗产品融入现代生活，才能更好地活起来。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非遗油旋再开店
生意仍冷清

卢利华的油旋店终于又开起来
了，这是她离开大观园后第四次搬迁，
上一次关门是在一年零五个月前。作
为济南唯一一家非遗油旋店，油旋制
作技艺传承人卢利华的老字号弘春美
斋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一个家，但生意
状况没想象中那么好。

“很多老顾客一听说重新开店都慕
名而来，却半天都找不到地方。”卢利华
说，从今年十一开业至今已过去一个多
月，来的顾客却寥寥无几，因为地处宽厚
里一座楼内，不易寻找，常常是外面主街
上人流如织，这里面却冷冷清清。但由于
外面的房租要比里面高一倍不止，仅靠
一家油旋店也无法维持。

卢利华是在济南的老饭店聚丰德
做油旋出身，师父和师祖分别是当时
做油旋出名的苏将林和耿长银。离开
聚丰德后的弘春美斋就是延续的师祖
名号。别看一个小小的油旋，卢利华
说，正宗的油旋制作有12道工序，哪一
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光和面一次就
得40分钟。

卢利华的油旋店2004年在大观园第
一家入驻后，2006年申请下了济南市非
遗，三年后又成为省级非遗。因为大观园
内部问题8年后被迫离开，在泉城广场
旁租到一个小店，九个月后因房屋纠纷
被迫搬到新世界商城,一年后因拆迁搬
到泰府广场，因为商圈人气不足，去年五
月被迫停业。每次搬迁对老字号而言都
是一种伤害，追随着非遗油旋的济南人
也常常找不到地方。

另一家创立于1981年的非遗老字号
“甜沫唐”也曾多次迁址，本报曾在2014
年报道过“甜沫唐”由于城市建设和成本
压力，先后搬了5次家。当时开的两家店
如今也关门了，剩下了位于和平路、舜清
苑、纬北路的三家店。“甜沫唐”的第四代
传人唐松涛感叹：“现在济南做早餐行业
的人太多了，尤其外地人，其中做甜沫的
也很多，竞争力很强。”

“虽然地方变了，甜沫口味一直没
变，有的地方做甜沫是用五香粉调味，
我们要准备十二三种材料，做之前需
要放一些料倒炝锅，制作的时候还要
调整一下，工艺比较细，所以入味入得
好。”唐松涛说，“甜沫作为传统的早餐
品种较为单一，不如快餐行业好做。毕
竟是小生意，房租高了也承受不了，所
以要经常换地方。”

手工制作非遗
抵不上机械生产

剪纸是各种非遗项目中普及率较高
的一个，但它的市场境况却也不容乐观。
济南剪纸传承人都婉莉称，这主要是因
为手工剪纸的价格高于机器加工，有时
甚至要多出好几倍，所以销售渠道非常
窄。“电脑雕刻成本自然要低，现在这一
行能盈利的都走上了这条路。”

剪纸主要面向普通民众，但老百姓
从市场上购买的剪纸多为都婉莉所说的
电脑雕刻，价格也就在一两块钱，但手工
剪纸即便一幅普通的十二生肖也要几十
块钱。“大家都知道纯手工的东西好，但相
比之下还是接受不了。”都婉莉说。

“如果一定要走高端路线，也是由工
厂工人手工加工，仅凭一两个剪纸艺人
是做不出来的。”都婉莉说，现在随着人
工成本的提高，即便手工加工也越来越
少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工艺肯
定要走上产业化，有作者的作品会越来
越少，我觉得还是要保护这种传统手工
的东西，起码不要让技艺流失。”

自从秦氏木版彩绘被评为非遗后，
它的传人秦全五一直想为它找一条合适
的出路，“许多非遗产品只有收藏爱好者
或学术研究者购买，市场面很窄，所得也
支撑不了从业人员基本的生活所需。曾
有人劝我用机器替代手工降低成本，我
们也尝试过，但即便用30万元的打印机
打印出来，一对比，味道全没了。”秦全五
说，老手艺的尴尬就在这里，都说东西
好，但成本确实降不下来。

秦全五也曾在非遗市场中试水，

他的作品还曾在山东省旅游商品创新
设计大赛中获奖，但即便做了这么多
努力，秦全五觉得，木版彩绘的市场还
是没有被撬开，他有一个不固定的团
队，六七个人都是跟他学习木版彩绘
的，曾有客户向他们定制5000个小型
的木版彩绘作品，他和他的团队做了
小半年才完成。

“非常不容易，之所以能做下来，
一是我们各自还有工作可养家，二是
觉得还有可能做出它的市场，三是扔
掉真的太可惜，如果我们不做肯定没
人做了。”如今秦全五仍坚持保留原汁
原味的工艺，但在寻找一种新的角度
重新进入生活，如思考木版彩绘与中
式装修结合的可能性。

多数是兴趣爱好
难成本职工作以此谋生

在采访中，大部分非遗艺人都只是
将这些独门绝技当做兴趣爱好，而非本
职工作，还有些是在退休后重新捡起这
个手艺，让它成为自己的第二份事业，却
不指望以此谋生。考虑到非遗人生存的
艰难，从去年开始，济南向每个市级非遗
传承人发放4000元的补贴，市级非遗项
目还在分期分批收到2万到5万元不等
的保护费用。

“济南目前的非遗项目中，与市场
结合较好的有福牌阿胶、宏济堂、龙山

黑陶、把子肉、济阳柳编等。其中平阴
的福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年产值已
达到20多个亿，在这些项目中是市场
发展最好的一个。”济南市文广新局非
遗处工作人员说。

目前国家、省级都在评选非遗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对于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显著的非遗项目进行评选。去年与
前年，济南的龙山黑陶与福胶分别获选
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济南市文广
新局非遗处称，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方法，下一步济南也
将开展“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评选工作。

这些示范项目都是由大公司运营或
是集体生产产品，多数个体户非遗目前
仍难以与市场抗衡。“政府无法在市场化
中起主导作用，在市场支持方面文化部
门可能没法进行直接投入，但如果有搭
建平台的机会肯定会提供。”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发展
的重视，针对非遗的保护措施也不断
出台。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传
统工艺振兴计划》，对于具有历史传承
和民族或地域特色、与日常生活联系
紧密、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制作工艺
及相关产品建立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已有五个非
遗项目入选济南市传统工艺振兴项目
库推荐名单，其中每个项目会收到4万
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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