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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黄平泥哨与乡村旅游相融合，发掘其在文旅融合产业中的附加价值，同时保护和传

承非遗文化，对于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展示与销售、技艺展演、体验和研学等方式，

将黄平泥哨纳入乡村旅游中，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泥哨文化。在推动文旅融合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首先

需要明确黄平泥哨的定位，同时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扶持。其次，整合市场资源，重点宣传和推介泥

哨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最后，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对文旅融合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以提升发展的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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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Huangping mud whistle is integrated 
with rural tourism, exploring its added value in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dustry, and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By means of exhibition and sales, skill demonstration, ex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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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ce and research, the inclusion of Huangping mud whistle in rural tourism is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ud whistl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Hu-
angping Mud whistle and obtain the support and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Secondly, we inte-
grate market resources, focus on publicizing and promoting the mud whistle culture, and ex-
pand its influence. Finally, we pay attention to talent training,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in-
troduction of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devel-
opment potenti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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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整合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组建文化和旅游部。4 月 8 日，

文化和旅游部挂牌，标志着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的开启。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

化和旅游互相依存，特别是在旅游产业新常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旅游彰显文化价值，

赋予文化动能，文化与旅游融合可消解我国旅游发展中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落实好十九大精神。因

此，“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1]。 
民族民间手工艺品是根植于当地历史、地理环境、风俗习惯、语言方式等的工艺品。黄平苗族泥哨

是苗族文化的标志，制作工艺简单却兼具复杂之美，具有审美和收藏价值，吸引了学者和欣赏者的关注。

笔者通过查找文献和书籍，深入了解黄平泥哨的发展现状，并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提出了文化与旅游业

的融合模式和发展策略，以期对黄平泥哨的传承和发展有所启示。 

2. 文旅融合背景下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发展机遇 

(一) 非遗融入旅游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无形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范围包括口头传说、

表演艺术、节日风俗礼仪、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艺等。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新时代的到来，通过

颁布相关指导意见和地方性指导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项目得到了支持和发展。将非遗项目融入旅

游体验，让游客从中感受我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变迁，同时吸引着游客前往景区游玩。这不仅提升了

景区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也实现了非遗的传承和传播[2]。 
黔东南州黄平县积极探索以“非遗体验”为核心的旅游景区模式，将黄平泥哨非遗产品融入到黔南

第一洞天飞云崖旅游景区，这是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 旅游项目支撑非遗项目发展 
相较于其他文化形态，非遗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发展具有特殊性。旅游项目的开发为非遗提供了更好

的体验感和体验空间，为传统传承模式注入新的活力和吸引力，使游客在参观、参与、体验中获取文化

知识，并激发非遗传播的新活力。通过旅游产业的开发，非遗项目以全新的面貌和方式展现给游客，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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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他们的感官需求。游客通过体验非遗旅游项目，能够深入了解非遗项目与当地的民俗、民风等，坚定

文化自信，增强对非遗传播的责任感，并积极参与到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传播中。 

3. 黄平泥哨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 黄平泥哨的发展历程 
黄平苗族泥哨(简称“黄平泥哨”)，在当地方言中也被称为“泥叫叫”或者“哨子”，是在 20 世纪

初由黄平县旧州镇的苗族老人吴国清在陶制品基础上进行创新而来。黄平泥哨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轻纺工业志》中有关于此的记载：清代嘉庆年间，江西陶工钟和明在黄平旧

州石牛寨进行了泥哨等玩具的研制[3]。 
民国初，吴国清就开始学习和制作泥哨，在传统手工技艺基础上对其改革和创新，哨体下部留有吹

气孔和回气孔，泥哨就可以吹出动听的响声，有了哨子的功能，形成现在人们所知的黄平泥哨。在《黄

平县志》中也有记载，黄平泥哨是由旧州石牛寨勇村苗族手工艺人吴国清在泥塑和陶塑的基础上改革和

创新而来的作品[4]。 

黄平泥哨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知名度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提高。1982 年，吴国清的泥哨作

品在北京展出，并被收藏在美术馆中；次年，一位法国人购买了吴国清的泥哨，并在巴黎展出；1984 年，

黄平泥哨在中国少数民族工艺品展销会上展示；同年，中央美术学院请吴国清先生去演示制作泥哨的过

程[5]；1993 年，黄平县被称为“泥哨艺术之乡”；2006 年，黄平泥哨在“多彩贵州”旅游商品比赛中获

得了三等奖；2008 年，黄平泥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黄平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泥哨)之乡”[6]。 
现今黄平泥哨在各地展览和参赛中备受关注，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奖项认可。 
(二) 黄平泥哨的艺术特色 
1) 外型方面 
黄平泥哨注重在外观上达到一种介于相似和夸张之间的效果，尤其是在泥哨作品的头部特征上。头

部的表情和神态各具特色，形态各异，而身体的处理则相对简单。黄平泥哨的传承人中，吴国清的作品

形象抽象、夸张、变形；王登书在吴国清的基础上发展，并将黄平泥哨远销国外并在国外展出；陈应魁

的作品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变，更符合一般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的认知。黄平泥哨在十二生肖图案

中，如野猪，头部与身体的比例为 3:1，突出了野猪的小眼睛、长嘴和尖獠牙，但只有三只脚[7]。泥哨在

虎的形象上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卧虎、跳涧虎、下山虎、怒吼虎、扫尾虎、扭头虎、打撑虎、滚

地虎等多种种类[8]。 
2) 绘彩方面 
黄平泥哨通常以黑色作为底色，然后手工艺人会使用红色和绿色为主要颜色，辅以黄色、白色和蓝

色等色彩，创作出色彩鲜艳且典雅的泥哨作品。对于在苗山出生的手工艺人来说，每种颜色都有至少一

个特定的寓意。红色象征着荣华富贵，黄色代表五谷丰登，蓝色意味着晴朗和和煦的天气，紫色则代表

着富有和繁荣。 
3) 外饰方面 
黄平泥哨的外饰与当地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形成了独特的工艺风格。它采用传统的刺绣、挑花和

蜡染等图案作为装饰，不仅展示了民族民间的特色，还包含浓厚的农耕气息。例如，牛角上涂成玉米棒，

牛耳上涂成玉米叶、麦穗、茄子、白菜等农作物，牛尾上则涂成谷穗等农田的图案。通过这些艺术装饰，

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对牛的热爱和崇拜之情。 
(三) 黄平泥哨的文化内涵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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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二生肖文化内涵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登书在其师傅的泥哨作品基础上设计了十二生肖泥哨，这些泥哨作

品具有独特的艺术美和创意美。他将泥哨文化与生肖文化相结合，创作出富有寓意的作品。在这些泥哨

作品中，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内容如见表 1： 
 
Table 1. The meaning of the Huangping Mud Whistle of the twelve zodiac signs 
表 1. 十二生肖黄平泥哨寓意 

生肖 寓意 图片 

鼠(属你有福) 幸福、美满之意 

 

牛(牛气冲天) 平步青云之意 

 

虎(虎虎生威) 招财、纳福之意 

 

兔(玉兔吉祥) 吉祥、富足之意 

 

龙(龙年大吉) 胜利、成功之意 

 

蛇(蛇年大吉) 吉祥、长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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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马(马到成功) 马上有钱之意 

 

羊(羊羊得意) 财源广进之意 

 

猴(金猴献寿) 福寿康宁之意 

 

鸡(金鸡报晚) 斗志昂扬之意 

 

狗(吉利旺旺) 人旺、事事旺之意 

 

猪(诸事如意) 财源广进之意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与拍摄 2023 年 5 月 1 日摄，原件尺寸 7*6 cm。 
 

2) 美学价值 
黄平泥哨注重简约的形式，不过度强调细节，但却能生动地表现出各种动物的神态和形态，将精神

和形象完美结合。它们富有内涵，独具韵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5]。这些泥哨作品也体现了泥哨手工

艺人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智慧，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历史的敬畏。通过传承民族文化，泥

哨艺人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了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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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哨多以动物为主题，涵盖了天空飞行、地面奔跑、水中游动、树上攀爬等各个方面。手工艺人们

还根据民族历史等背景自己构思创作，形形色色的动物形象应有尽有。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特点，甚至

同一种动物也有多种不同的形态，如猴子就有 50 多种型态，虎有 20 多种，鸟类则有 30 多种。泥哨艺人

们运用夸张、变形和写意的手法，突出动物的特殊部位，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使得每个泥哨都具有较

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 
3) 收藏价值 
黄平泥哨的色彩和图案受到当地苗族妇女的紫色衣裙、刺绣、挑花和蜡染的启发，展现出鲜明的地

方民族特色。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刻印在泥哨身上的装饰图案。这些泥哨作品装饰着青草、谷穗、南瓜、

茄子、玉米、向日葵、老鼠等图案，每种图案在不同类型的泥哨上都具有不同的寓意。 
例如，猫头鹰的图案中使用老鼠作为花纹装饰，因为猫头鹰是捕食老鼠的动物，将老鼠图案装饰在

猫头鹰身上，旨在提醒人们应当保护猫头鹰这种有益的生物。再如牛的泥哨，将牛的两只角塑造成玉米

棒的形状，将牛的耳朵塑造成菜叶的形状，牛的头顶还印有向日葵图案，而牛的腿部、背部、腰部和胸

部则用西红柿、茄子和麦穗等装饰。这是因为劳动人民的生活离不开牛的辛勤耕作，人们所得到的食物、

衣物和用品都要依赖牛的贡献。 
黄平泥哨的色彩和图案富有创意，借鉴了苗族妇女的传统艺术元素，传达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展

现了对动物和劳动的尊重和敬意。这些特点使黄平泥哨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民族特色[9]。手工艺人对

每个泥哨作品的装饰都别具心思，使每个泥哨都拥有高度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4. 黄平泥哨的保护与传承状况 

(一) 创建飞云崖泥哨基地，坚实载体 
1986 年，为了更好地传承黄平泥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县文化局在飞云崖附近的一个三合院内建

立了苗族泥哨传习基地，供传承人传授技艺和培养徒弟。该基地提供了一个安置传承人和学习的场所，

有利于促进泥哨产业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由于基地靠近鸡血泥的原料产地，黄平泥哨的创始人吴国清

开始在这里制作泥哨并传授技艺。其中，王登书和陈应魁两位传承人的泥哨水平较高。目前，陈应魁仍

然留在飞云崖的泥哨基地，致力于制作、保护、传承和发展泥哨，并努力寻找和教授更多的传承人。这

一举措为黄平泥哨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培养非遗泥哨传承人，继承保护 
黄平泥哨在吴国清的传承下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并为泥哨的后继传承人提供了一定的保障。1986

年起，吴国清在飞云崖传习基地培养了数十名传承人，让他们学习并掌握这门技艺。徒弟们在学习技艺

之后也会继续传授给其他传承人，确保技艺的传承不断延续。 
众所周知，天赋是学习一门技术的重要因素，没有天赋是很难获得成就的。在吴国清的门下徒弟中，

与吴国清水平相当的徒弟寥寥无几。在装饰方面，徒弟们的纹饰比师傅少，颜色更加鲜艳，显得有些庸

俗和花哨。而在泥哨的神态上，吴国清注重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表现，而徒弟们则更加注重泥哨的细节，

但却有些缺乏精气神的表现。 
目前，被公认为水平较高的传承人有王登书、陈应魁以及吴国清的二儿子吴天河。他们在泥哨制作

方面展现出了出色的技艺，并得到广泛认可。这些传承人的存在为黄平泥哨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见表 2。 
(三) 人选国家级非遗目录，获得新生 
民族民间手工艺品是手工艺人通过智慧和技艺创造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部分。这些传统

手工艺技术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它们了解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风土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36


杨桂花 等 
 

 

DOI: 10.12677/cnc.2023.113036 230 国学 
 

人情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信息[10]。黄平泥哨作为黄平地区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产

生了重要影响。1982 年，黄平泥哨被赞誉为具有独特特色的手工艺品，而 2008 年则被列入第二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都纷纷收藏了黄平泥哨，进一步推广了其知名度。黄平泥

哨的认可和收藏，彰显了其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地位，也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1]。 
 
Table 2. The main inheritor of Huangping Mud Whistle 
表 2. 黄平泥哨主要传承人 

主要传承人 基本情况简介 

吴国清 
男，苗族，1908 年生，1994 年卒， 

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寨勇村人，黄平苗族泥哨的创始人。 
传承基地：飞云崖泥哨制作基地 

王登书 
男，苗族，1968 年生，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高榜田村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平苗族

泥哨”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将自己的泥哨制作工艺传承给了三十余人。 
传承基地：双龙镇艺术游学文创基地。 

陈应魁 
男，革族，1964 年生，黄平县重安镇苗圃村人， 

黄平泥哨省级传承人。 
传承基地：飞云崖泥哨制作基地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5. 黄平泥哨与旅游业融合新模式 

(一) 展示与售卖 
在文旅融合模式中，民间手工艺品的销售主要分为直接销售和转化为文创产品进行销售两类。直接

销售适合对传统手工艺品喜爱的消费者，满足收藏者对原汁原味作品的需求，同时继承了民间手工艺品

的文化内涵，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氛围。例如，黄平飞云崖景区展示和销售的黄平泥哨吸引了泥哨爱好

者和收藏者前来购买传承人制作的泥哨。而文创产品则是通过提取传统手工艺品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如

图纹、材料、造型等创新设计，衍生出符合现代日常生活需求和时代发展需求的产品。比如，黄平泥哨

手工艺品可以将图案和样式印在服装、书本、手机壳、文具等物品上，形成文创产品。这种方式更能迎

合人们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趋势[12]。 
(二) 技艺展演 
为了与旅游融合并丰富旅游内容，民间手工艺品可以通过活态的技艺展演来展示制作过程。最有效

的方式是将手工技艺的制作流程以多种形式展示给游客，例如在民族博物馆、旅游景区的大屏幕或非遗

基地宣传片中展示。这样可以还原非遗手工技艺的制作过程、文化内涵、起源发展以及传承人的背景等，

提高人们对手工艺品的认知。通过这种方式，民间手工艺品可以在传承和发展方面找到一条活态的道路

[13]。另外，景区中进行手工艺人的现场制作展示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让游客更直观地了解手工技艺，

并以大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举例来说，黄平飞云崖景区的泥哨基地会定期组织传承人展示黄平泥哨手

工艺品的现场制作过程。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黄平泥哨的制作流程，了解泥哨的文化内涵。他们可以在

观看制作过程的同时了解黄平泥哨的原料、制作流程、使用颜料和工具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有机会购买

制作好的黄平泥哨。这种现场制作展示能够更好地将手工艺品的魅力呈现给游客，并加深他们对黄平泥

哨的兴趣和了解。 
(三) 体验与研学 
体验与研学是文旅融合中连接游客与手工技艺的重要纽带。通过教学和娱乐的形式，向不同年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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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游客展示民间手工艺的发展历史和制作流程，提升他们对手工艺品制作流程的兴趣，进一步创新文

旅融合的新模式。比如黄平飞云崖的泥哨基地举办的研学活动，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泥哨的制作流程、

选材和绘画图案等。 
泥哨的制作流程主要包括选泥、加工、捏制、煅烧、上色、上漆六个关键步骤。虽然看起来简单易

学，但实际上每一步都非常考究，制作技术要求较高。需要捏制出形态生动、煅烧适度、上色精准的作

品。然而，对于初学者而言，要求并不那么高。经过观摩学习后，初学者也能够轻松上手。游客可根据

泥哨形式进行临摹练习，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捏制和上色的二次创作，从而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手工

艺品。在制作过程中，游客能够体验到劳动的乐趣，并渐渐了解泥哨背后的文化内涵。 
通过体验和研学活动，游客不仅能亲身参与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感受创作的乐趣，还能更深入地

了解和传承民间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这种形式的活动提供了互动性和参与感，为游客创造了与手工艺

深度互动的机会，丰富了文旅融合的体验内容。同时，也在促进手工艺品的传承与创新的同时，提升了

游客的文旅体验。 

6. 文旅融合背景下黄平泥哨的创新发展策略 

(一) 准确定位，落实资金及政策保障 
政府在民族民间手工艺品的创新发展与保护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单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资金扶持、政策保障和人才引进对于黄平泥哨手工艺品的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该

增加对黄平泥哨手工艺品的投入，包括资金支持、政策制定以及引进相关人才。例如，在人才引进方面，

可以在校园中培养黄平泥哨专业老师，创建泥哨协会，建设培训基地等，政府需要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作为当地的文化名片，黄平泥哨需要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将其打造得更加强大和有影响力。 
同时，政府还需要进行黄平泥哨的宣传引导工作，但需以市场为主体，做好自身服务范围内的工作，

既不越界也不懈怠。手工艺品只有传播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并将工艺品文化带到各地，才能具有真

正的价值和实用性。而学者和专家在黄平泥哨旅游开发和保护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可以为其提

供理论指导，并为企业提供相关的学术支持。政府、学者和专家的共同努力将促进黄平泥哨的发展和保

护，使其在文旅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 整合市场，推动泥哨的产业化 
黄平泥哨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只要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泥哨的发展将能为黄平地区带来经济和

旅游业的繁荣。在开发过程中，以市场为主体，不断创新，突出本地特色，打造高品质的产品，积极开

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新产品。同时，广泛收集市场需求信息，有针对性地对黄平泥哨进行创新、改革

和发展，将地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应走品牌发展之路，建立起一条龙的产业链，将黄

平泥哨产业打造强大和有影响力。通过这些努力，黄平泥哨将能更好地发展壮大[14]。为了使黄平泥哨更

好地进入市场，首先应积极进行大胆创新并主动进军市场，避免被动地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传承

人制作的黄平泥哨应通过线下市场、网络市场和收藏市场等渠道在国内外进行销售，以扩大销售量。以

下是几种增加黄平泥哨销量的方式：1) 线上宣传：利用抖音、淘宝、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线上宣传。

传承人可以通过召开记者会或举办相关活动来扩大黄平泥哨的影响力；2) 与旅游社合作：与各大旅游社

合作，通过旅游景点进行销售。可以在旅游景点设立泥哨制作基地，让游客亲手制作泥哨，使其体验当

地的风土人情；3) 扩大产业链：借助其他方式来扩大产业链，推广销售渠道。 
通过以上措施，黄平泥哨将能够更好地进入市场，提升知名度并吸引更多消费者[15]。 
(三) 人才培养，推动可持续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赖于传承人的努力，但在当今情况下，许多非遗面临着缺乏后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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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传承人的流失和老龄化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16]。传承人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同

时也是其代言人和民族文化的代表。如果传承人发生意外或转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会失去传承，因

此保护和发展非遗传承人至关重要。 
首先，在传承人的生活方面，应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可以适当提

供补贴，让传承人能够安心传承黄平泥哨，并教授其他人学习手工艺技巧；其次，在传承渠道方面，应

培养年轻的传承人。同时，应坚持师徒传承的方式，并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开设高校培训

课程、非遗培训班，将非遗课程或专业纳入学校课程中，以培养高水平的非遗传承人。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确保黄平泥哨的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17]。通过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对想学习泥哨技艺的学员进行教授。一旦学员掌握了基本技艺，他们可以继

续在传承人开设的工厂里学习更深层次的技巧。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成为下一代传承人，将泥哨的非遗

产业传承下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实现一传十，十传百，从而确保黄平泥哨非遗产业的传承和发

展得到保障。 

7. 结语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民间手工艺品参与其中所要注意的重点。我们需

要从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设计。同时，还要注重挖掘手工艺品的生活美学

和文化内涵，强化旅游体验的深度。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民间手工艺品的重要性，并且关注它们在当代生

活中展现出的独特文化特色。这样能够深刻体现民间手工艺品所在地的丰厚人文底蕴和地方特色。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彰显手工技艺对现代人品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 
黄平泥哨已经有几十位从业者，其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百万。为了重新发展和保护泥哨手工艺品，

黄平县积极组织各种民族民间工艺品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展览会、展销会和博览会，通过宣传文化属性，

不仅提升了泥哨的知名度，还带来了经济利益，推动了泥哨产业链的发展。然而，黄平泥哨的发展之路

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相关传承人和社会群众共同参与，努力促进民族手工艺品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在传承和发展方面，笔者提出以下四点思考：首先，在挖掘和发展民族手工艺品时，应特别注重其

文化内涵，保留其原有的精华和特色，避免让少数民族文化失去其独特性而变得平庸；其次，在利用和

保护手工艺品时，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任意提高产品价格或者销售劣质产品，这样不仅失去了消费者的

信任，也对手工艺品的传承和保护产生不利影响；第三，在传承和培养方面，应全面传授制作技艺给后

继传承人，但同时不应随意改变手工艺品的民族特色，要保留其原汁原味；最后，手工艺品的传承不能

只关注短期效益，而忽视了传承的本质。应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实现传统手工艺品的持续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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