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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的稻谷已经收割，空气中飘着稻草的香味，这样的一个秋

日，笔者来到于都，探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漫步馆中，在

一段段文字、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面前，有三个画面让笔者停

留、询问、思索……

第一个画面，是玻璃展柜展示的绣球草鞋。

展柜中的这双绣球草鞋与一般的草鞋有点不同，不是用稻草

而是用黄麻编织而成。鞋底鞋面做工精美细致，昭示着编织者的

心灵手巧；鞋尖上各绑了一个粉色绣球，显露出一份别样的情怀；

鞋的颜色有着几分沧桑陈旧，暗含着不同寻常的经历。讲解员的

温情诉说，则还原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1934年 10月，于都河畔，中央红军整装待发，父老乡亲们纷纷

赶来送行。人群中一对青年男女执手相看，互相叮嘱。男青年名

叫谢志坚，是于都岭背镇燕溪村人，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的警

卫员；女青年名叫春秀。这是一对相爱的恋人啊！谢志坚擦去春

秀脸上的泪水说：“别哭，红军会回来的，我也会回来的，你放心地等

待红军的好消息吧。”听了谢志坚的话，春秀使劲点头大声说道：“我

会等。”就这样，谢志坚的行装里塞着春秀做的茶叶蛋、金黄的米果、

炒花生，还塞进一双春秀连夜用黄麻编织的又厚又密的草鞋。

山盟海誓随这双草鞋一路征战。血战湘江、激战娄山关、四渡

赤水……一场又一场的恶仗，这双草鞋像爱的护身符陪伴谢志坚

一次次闯了过来。

当部队到达金沙江，当地百姓用船送红军时，他想起了告别家

乡于都河的情景，他穿上了这双草鞋；当部队强渡大渡河时，战斗

十分激烈，随时可能牺牲，他不想和春秀的草鞋分开，他穿上了这

双草鞋。这是仅有的两次穿这双草鞋的经历，其他时间谢志坚不

舍得穿，将它捆在行囊中，闲来摸摸、看看。

当部队进入甘肃境内，谢志坚突发疟疾无法行军，被安排在当

地养病。这一留，山高水长、世事变幻、艰难险阻，曾经的誓言停留

在心间，唯有这双草鞋默默相伴。

1951年秋，谢志坚终于能够带着这双草鞋回于都，可那个说

“我会等”的姑娘早已不在人世。原来，一直痴心等待的春秀，在于

都解放前夕，被靖卫团杀害。坟上草青青，阴阳两相隔。

上世纪 80年代，谢志坚给草鞋绑上一对粉色红心绣球，捐赠给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第二个画面，是由草鞋拼成的地图。

沿着这双草鞋的展柜往前走，拐个弯出来，便能看见迎面的展

板上由 80双草鞋组成的一幅中国地图，地图上用红星标注着首都

北京和于都的位置，寓意红军脚踏草鞋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取得

长征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一个新中国。长途行军最需要的是鞋子，

据讲解员介绍，当时为让每一位红军战士至少带上两双草鞋上战

场，于都的老百姓在短时间内赶制了 20万双草鞋。当人们纷纷在

这幅极具创意的草鞋地图前留影时，让人感受到的是穿越时空的

力量与活力。

第三个画面，是编织草鞋用的工具。

来到草鞋地图的背面，是由图片与实物组成的实景，展示了编

织草鞋的材料与工具。简单的木质工具、随处可见的稻草，通过一

双手就能编织出一双简单的鞋。但是用稻草编织的草鞋磨脚、不

耐穿，因此当时的红军基本上都会自己打草鞋。红军战士们一路

上穿着不停更换的草鞋，一走便是两万五千里。他们走到了陕北，

走到了民族救亡的前线，走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三个画面展示了红军战士的铁骨柔情，展示了红军战士与

百姓的鱼水情深，展示了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的前赴后继、在绝

境重生中的越挫越勇……展示了许许多多，难以尽述。

走出纪念馆，穿过一队队前来参观、研学的人群，来到渡口。

于都河水滚滚向前，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长征精神在哪里？在孩

子眼睛里，看到了对红军的崇敬；在年轻人的步伐里，看到不懈努

力的坚定；在长者的笑容里，看到自有后来人的欣慰……穿越历史

的烽烟，红色记忆并未褪色，长征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用双

脚丈量信仰，用梦想点亮前路，用奋斗开启新章。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脚踏草鞋
走出一个新中国

□ 本报记者 李 颖 文/图

成功试水，让胡文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项目化推广非

遗文化。即采取“文化公司+手艺人”的方式，以非遗项目为

单位，在对非遗手艺人及技艺进行专业包装宣传的同时，还

对其作品进行市场运营推广。为此，公司引进 60 名专业人

才，涵盖项目策划、主播、摄像、剪辑、市场运营等方面。

在竹编非遗项目推广中，公司与李年根等多名竹编师

傅签订合作协议，公司借手艺人一双手，手艺人借公司平

台，取长补短，相互成就。李年根 2020 年与兆铭文化签约

时，期限三年，月工资三千元保底，直播卖货后还有提成。

公司成立专门团队，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平台开

设了 10 个竹编非遗账号，包装打造了多个网红竹编手艺

人。“项目化推广，最终要实现产业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

让老手艺经久不衰。”胡文敏介绍，目前，公司正谋划打造网

今年 9月，参加第十七届深圳文博会回来，竹
编非遗传承人李年根有了新收获。坐在记者面
前，62 岁的李年根侃侃而谈：“一些专家和客户非
常喜欢我的作品，他们还给我提了很多好建议，比
如色彩不要太杂等等。我准备采纳他们的建议，
多设计制作纯色的竹编作品，提高观赏价值和经
济价值。”

就是这个李年根，凭借精湛的竹编技艺，在抖
音、快手等网络新平台拥有 800多万粉丝。回顾自
己“火”起来的经历，老李坦言，没有新媒体的包装
推广，就不会有他这个网红“竹编老李”。“没想到埋
头做了一辈子老手艺，通过网络新平台一下子火
了，还找到了好徒弟。想起来，像做梦一样咧。”

包装李年根的兆铭文化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

胡文敏引领我们参观。左边，是办公区域，一帮年轻人正

忙着短视频的后期制作。中间是产品展示区，竹编、木雕、

剪纸、陶瓷、夏布绣等作品摆放有序，琳琅满目。右边是生

产和直播区，一位工作人员正在直播卖货。

今年 35 岁的胡文敏，有 13 年木雕经历，是市级非遗传

承人。“我心里始终有一种情怀，就是希望传统老手艺能够

传承下去。所以，2019 年成立了公司，通过专业包装非遗

手艺人，摄制非遗短视频，并利用网络新平台，让更多的人

了解和欣赏老手艺。”

一番寻找和召集之后，竹编师傅李年根、木雕师傅万

细生、剪纸师傅昌新保、蛋雕师傅陈武等 10 多位非遗传承

人，与兆铭文化“牵手”。

面对镜头，木雕师傅黄润东神情专注，描图、凿形、打

磨，一个精致的红木果盘脱颖而出。就这个抖音短视频，

11 万粉丝点赞，1200 多条评论。以黄润东为主角的“村里

的守艺人”抖音账号，去年 12 月开通以来，粉丝已达到 70
万。黄润东没想到，借助这个平台，他的木雕技艺会得到

全国那么多人的喜爱。

“以前，木雕老手艺的圈子很小，自己的作品也在本地

流传。现在，我只管展示手艺，兆铭文化负责账号运营，优

势互补，达到了推广木雕老手艺的效果。”黄润东说，“现在

良性循环了，视频越火，我创作的热情就越高，就越有人关

注这个老手艺。”

非遗技艺+短视频，让这些老手艺火出“圈”，也让老

手艺人成为网红。李年根凭借出神入化的竹编技艺，成为

兆铭文化的“流量明星”。在抖音平台，“非遗竹编老李”账

号已有粉丝 433 万，各式各样竹编作品，受到网友追捧。

李年根 8 岁学篾匠，13 岁满师独立，54 年练就竹编好

手艺。从日常家用篾具，到竹编工艺品，老李一直在摸索、

创新。十二生肖竹塔、竹提篮、竹箱包、竹肖像画等作品，

屡次作为新余、江西非遗文化的代表外出参展。他告诉记

者，几十年来，他最担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好手艺冷落、失

传。现在搭上网络新平台，竹编老手艺火了。“我的梦想也

在一步步实现。”老李笑着说。

“非遗技艺+短视频”

让老手艺火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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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敏一直有个理念：离开经济价值谈非

遗文化传承，没有意义。老手艺要焕发光彩，必

须要让手艺人得到经济价值的体现。

参加了 2020 年 12 月在杭州良渚召开的中

国 匠 人 大 会 之 后 ，胡 文 敏 更 加 坚 定 了 这 种 理

念。此次大会围绕文化滋养与开发、商业赋能

与合作、案例互鉴与链接等几个方向，全方位构

建以传统手工艺为特色的全球文化商品超级平

台。会议座谈中，专家对老手艺创新与传承中

的“堵点”进行了阐述，尤其对非遗项目市场化

开发的思考，给胡文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啊，非遗文化传承，难就难在非遗产品的

市场转化。李年根就面临着这种困惑。精美的

竹编工艺品，耗时费力，“曲高和寡”，往往有价

无市。多年前，他就动员在外务工的儿子，回来

学习竹编技艺，但儿子一句“等竹编什么时候赚

钱了我再回来”，就把老李噎住了。他的竹编视

频火了之后，不少年轻人对竹编工艺品感兴趣，

但真正下决心来学的，不多。

今年 5 月，29 岁的马彪从上海辞职来到新

余拜师学艺。他告诉记者，从抖音上看到“竹

编老李”后，一下就被迷住了。他家在四川南

充农村，当地毛竹资源丰富，从小对竹编器具

有兴趣。“从长远来看，这种竹编工艺品是很有

市场的。”

胡文敏说，如果越来越多的“马彪”能看到

非遗技艺的潜在价值，并且能从市场上受益，就

不怕没有传承人。

必须打通非遗产品市场转化中的“堵点”。

为此，兆铭文化将电商直播、培养直播人才放到

了重要位置。“一方面鼓励老手艺人走进电商直

播间，介绍、销售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多途径

培养专业的带货主播。”胡文敏说道。

见到木雕师傅万秋生时，他正在手机屏幕

前展示木雕、竹编作品，神情专注、语气沉稳。

他以前在湖南湘潭开木雕产品店，生意清淡。

2019 年与兆铭文化签约后，一边创作木雕作品，

一边学习直播带货。“我这个没有右臂的残疾

人，现在靠木雕和直播，年收入有近十万，已经

不错了。”

目前，兆铭文化已经培养了多名像万秋生

这样的本土带货主播。他们的参与，给新余老

手艺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动力。

去年以来，他们开始着力培养年轻直播人

才。依托新余学院人才实训孵化基地，公司制

定了电商直播人才培养计划，目前已签约 13 名

大学生。还在景德镇建设了陶瓷直播基地。

去年，兆铭文化通过直播带货，销售非遗产

品 10 万余件。今年，直播营业额预计可达 2000
万元。

胡文敏说，守护老手艺、传承非遗文化，他

们会一直探索下去。

“文化公司+手艺人”

项目化推广非遗文化

“经济效益+传承者”

守护传统老技艺

红竹编生产基地，即由“竹编老李”牵头，建设竹编加工厂，吸引

更多的竹编手艺人加盟，实现竹编技艺传承，带动农民增收。

木雕、剪纸、夏布绣等非遗项目的推广，也正在按这个思路

推进。

非遗项目推广还要多元化。今年，新余学院与新余京东云计

算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新余学院人才实训孵化基地项目，兆铭文化

承接了此项目。除了为学校师生提供直播平台指导、电商直播人

才培养和运营服务，还组织非遗传承人入驻基地，讲授老手艺的

制作技艺。李年根笑着对记者说，每个月讲两堂课，没想到老了

还走上了大学讲台。

胡文敏告诉记者，借助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今年还在那边

建设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新余非遗文旅小馆，另一个是大学生

陶瓷孵化基地。目前，新余的竹编、木雕、夏布绣等产品已入驻

文旅小馆，还不定期组织签约非遗传承人到现场展示。

大学生陶瓷孵化基地，有签约陶瓷制作师傅现场教学。大学

生除了学习陶瓷创作技艺，还同时学习短视频制作、电商直播等。

目前，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入驻基地。

如今，新余非遗传承人不仅“走”进短视频，而且正走向更加

广阔的天地。作为项目化推广的重要举措之一，兆铭文化每年

组织手艺人走出去，既增长见识、学人所长，又宣传推介新余非

遗文化。国内的文博会、林博会、手艺创作者大会、抖音手艺人

计划发布会……都留下了新余非遗传承人的足迹。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展示的绣球草鞋

李年根在深圳文博会上介绍作品

李年根的徒弟马彪在展示作品

万秋生在雕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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