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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
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
而任其式微，等等。
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
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化空间）彻底改变。
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带来伤害。
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
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
使它突变。
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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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衍变发展中呈现的形态是丰富多样的，这决定了我们采取的保护方式也应是多
样的。
但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项目，采取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应当是一种恰当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这些技艺的持有者将自己本身的技艺作为一种生产
和生活的手段，既可以因此而获得劳动的报酬，也可以因此而使技艺传承，并在自己的作品与使用者
的对应中，使技艺的继续与创新具有激发创造智慧的基础。
这套“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记录了这些传承人技艺传承的历程，他们的技艺如何精湛
，以及他们对技艺的思考；展现了他们如何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这些不同的技艺在传统的浸润中
也融入了新的艺术元素，并得到人们的喜爱，而他们也因此具有了持续传承的经济基础。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民族、地
区和人口被纳入到世界变化的总体格局之中。
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的。
而保护各个民族具有独特创造个性和蓬勃生命活力的民间艺术，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态不成为博物馆
化和标本式存在表象，而永具生生不息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我想，读者会从“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中体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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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风筝是飞机的前身风筝是可以利用风来飞行的，放风筝不光能使人健康，带给人一种美的
感受，它对于人类也有一定的科学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风筝很早就被用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验中了。
大约在12世纪，风筝传到了西方，从那时候开始西方人就在利用风筝做实验了，这些实验对科学的发
展有很大帮助。
我看过很多与此相关的报道和资料，每次看完后都会整理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知识的积累
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早在1749年的时候，英国天文学家威尔逊为了探测高空气温，就把几个温度表固定在6只风筝上
，用将近1000米长的线牵引来放这6只风筝。
风筝把温度表带到空中，测量到不同高度的温度，这样科学家就得到了温差的数据，对研究气象帮助
很大。
这种实验方法还有一个名字，叫“风筝列车”，很形象。
这样的科学实验很多，比如1901年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就在纽芬兰岛和英国之间建立了无线电联络。
无线电用的120多米长的天线也是靠风筝带过去的，当时这只风筝的引线就是用来做天线的金属线。
还有1847年，那依阿拉建桥时，也是用风筝把建桥的钢丝绳啊、粗线啊送到对岸的。
我还知道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1828年的时候，英国一个叫乔治·波库克的老师制造了一辆用
两个大风筝拉的车。
风大时，这辆车的速度每小时能达到35公里呢。
这辆用风筝拉的车在一次比赛中，跑的速度比好马拉着的驿车还快。
风筝在国际航空史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我查过历史上设计和研究滑翔机、飞机的人大多都有做风筝
的经历，他们的灵感都来自风筝。
因为有的大型风筝直接就可以载人，所以他们都是用风筝来做实验的。
我手上的这份资料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份资料是这样写的：“在1799到1809年，英国的乔
治·克利，用风筝研究航空原理，创立了空气动力学。
1804年，他在约克郡庄园，发明了世界第一架滑翔机。
在1903年，美国俄亥俄州的莱特兄弟研究制作了第一架飞机，在北卡罗来纳州试飞。
他们根据风筝依靠风力而起飞的原理，制作了滑翔机，后来再装置动力机械，增加飞翔的距离和时间
，发明了能运载人类升空的飞机。
”风筝是一种固定翼飞行器，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滑翔机就是源于风筝的飞行原理慢慢演变来
的。
滑翔机的雏形和风筝是一样的，只是放大了很多倍，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
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能坐着飞机去世界各地，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风筝（笑）。
当然今天科技已经很发达了，风筝也不用再承担这么多的任务了。
虽然风筝的功能变得简单了，但它带给人们的快乐一直没变，它其实包含了人们对于飞行的一种最朴
实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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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底，我有幸加入了由王文章院长主编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访谈写作组。
进组之初，我主要的工作是协助课题组其他成员来校对书稿和编排图片，到2008年初，副主编王海霞
老师把风筝艺术口述史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
得到这个机会，我既感到非常高兴，也觉得压力很大。
高兴的是王老师能够如此信任我，感到压力很大是自己从来没有独立完成过一本书，很怕不能担此重
任。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王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才使得这本《哈氏风筝》得以顺利完成。
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写作的机会，更是我了解民间文化、了解民间艺术家的一
次宝贵经历。
“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选定的采访对象，都是德艺双馨的民间艺术大师，他们的艺术和人品都令人十分敬仰。
哈亦琦便是其中的一位。
他是北京“风筝哈”第四代传人，从艺至今已三十余年。
哈亦琦继承了“哈氏风筝”传统制作工艺的全部精华，并且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赋予了“哈氏风筝
”新的活力。
 《哈氏风筝》一书的写作体例与最初“一问一答”的模式不同，是通过采访和录音，积累了大量的原
始素材，然后以采访问题为线索，在不影响口述人说话连贯性的前提下，将问题与答案隐藏于整个文
章之内，以期形成更为清晰的文章架构。
我根据口述人哈亦琦的讲述，按照风筝历史、哈氏家史、风筝制作、哈氏风筝的特点以及他的创新和
体会来分门别类，将此书整理为六章。
在采访中，我对哈亦琦的风筝艺术和他本人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哈亦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严谨和认真。
在为我讲述制作风筝时，他刚刚参加完会议，并且感冒很严重，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休息。
为了帮助我完成风筝制作过程的拍摄，他仍然带病坚持制作了一只牡丹蝶风筝。
在制作过程中他要时时停下来解答我的问题，这样，有的制作步骤不得不重复好几次，他却毫无怨言
。
文章整理出来之后，哈老师又几次逐字逐句地校对文稿，及时纠正因录音和理解产生的种种出入，弥
补行文上的疏漏。
他为人非常实在，每次去他家里采访，他和爱人贺阿姨都会热情款待，留我吃饭更是常事。
我很过意不去，也想回请他们，哈老师却坚持不肯。
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父亲教给我，小辈和老辈一起，不能让小辈花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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