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盛丽 白莹 文/摄

让让““非非遗遗””绝绝活活绝绝技技传传下下去去
人大代表建议：加强长远规划 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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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活态灵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
珍贵记忆，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密码，承载着独特而丰富的想象
力、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独特的意
义和价值。 当前，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商界、媒体，正掀起一
场对“非遗”的挖掘、保护、研究和利用的探讨与实践。 如何科学
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肃
课题。

【调查】
认识上虽有提高

但宣传力度还不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定
义 ，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
体、 团体、 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 表演、 表
现形式、 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
关的工具、 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
场所。

截至2013年12月， 中国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项目总数已达37项， 成为
世界上入选 “非遗” 项目最多的
国家。 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
查中， 不少人都表示需要保护更
需要宣传。

“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但是
对于它的宣传还需要更多。 ”李铮
从事艺术设计。 专业科班出身的
他早在学生时代就接触了不少关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 “我觉
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对我们
从事艺术、 文化专业的人来说是
一座知识的宝库， 对于更多普通
人来说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

因为工作原因， 李铮也接触
到不少非遗传承人。 “他们中有
老年人， 也有像我差不多大的80
后。 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对非
遗进行传承。” 李铮介绍， “比
如， 很多年轻的非遗传承人会在
制作的方法上做结合， 既保留传
统的做法， 又加以创新。 但是真
正传承需要坐下来， 静下心， 吃
得起苦， 沉得住气。”

在李铮看来， 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最应该做的就是宣传 。
“特别是对青少年， 很多小孩子
提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会
发蒙 。 会摇头说不了解 ， 没见
过。 对其中的历史、 文化更是知
之甚少。”

对于李铮提到的现象， 不少
人也有同感。 “主要是没有途径
了解 ， 学校没有专门的课程来
讲， 家长也很少重视这方面知识
的介绍， 社会上组织的相关活动
知晓率不高。 小孩子无从了解这
些关于非遗的知识。” 家长王晓
介绍。

对此， 王晓建议， 更多的社
区、 街道、 学校承担起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宣传工作。 “其实， 寒
暑假是对孩子们宣传非遗的好机
会。 不要让他们将大把的时间用
在课外辅导班上， 老祖宗传下来
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更应该继承。”

不少人呼吁， 让更多的非遗
内容走进学校课堂。 “就像戏曲
进校园一样， 定期开展非遗文化
的课程， 让小孩子们从小接触。

了解才能喜欢 ， 才有可能去从
事， 也就起到传承的作用。” 王
晓说。

据了解， 为了让更多的青少
年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非遗文
化， 不少社区、 街道也在搭建平
台， 让非遗传承人走进社区、 来
到孩子们的身旁， 讲授非遗的知
识。 比如， 不久前， 东城区体育
馆路街道双玉南街社区就请来非
遗传承人教社区的孩子们学习彩
绘泥塑兔儿爷。

还另外对于非遗的传承和保
护上， 相关部门也在行动。 据了
解， 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 每
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为我国的
“文化遗产日 ”， 希望通过设立
“文化遗产日”， 使文化遗产保护
得到全面加强。 不仅如此， 《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 于2011年6月1日起实施。

【做法】
建设非遗科学城

传承大师绝活绝技

精巧雅致的京绣、 细腻华贵
的雕漆工艺、 香气袭人的传统手
工纯植物天然药香， 色彩富丽、
纹样繁缛的景泰蓝……每一件作
品无不典雅大方、 匠心独具、 造
型优美、 做工精细， 体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传统
手工艺人们巧夺天工、 鬼斧神工
的高超技艺。

就在去年9月27日 ， 位于北
京稻香湖景酒店内的稻香湖非遗
科学城开幕。 科学城首批入驻了
16位省级以上非遗大师， 还特别
开辟了海淀非遗展厅。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位大师
工作室内设有展柜 、 展架 、 画
框， 除了定期展览非遗大师们的
精品力作外， 还配有液晶触摸电
视演示各种非遗制作过程 。 目
前， 入驻科学城的非遗项目有京
绣、 普洱茶制作技艺、 景泰蓝制
作技艺 、 京作家具 、 聚元号弓
箭、 彩塑京剧脸谱、 书法等等国
内外知名非遗项目。

稻香湖非遗科学城主任刘志
强介绍， 非遗科学城的建立目的
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
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唤醒
人们的非遗保护意识， 为传承和
保护非遗搭建集交流、 展示、 保
护、 体验、 教学、 展演为一体的
综合性平台。 科学城总占地面积
5000平方米， 室外还有广阔的活
动空间， 是目前北京市最大的非
遗体验展览中心， 也是社会力量
参与海淀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一个
大胆尝试。

这样的尝试， 弥补了海淀区
北部地区文化活动空间缺乏、 公
共文化展厅和非遗展示体验场所

匮乏等等不足。 为广大青少年学
生提供一个素质教育活动基地，
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性的大中小
学生课外教育大课堂以及民众科
普教育宣传基地， 更是一个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地 。 此
外， 它还是海淀非遗传承人收徒
授艺、 活动训练和展示大舞台。

【声音】
非遗传承需长远规划

资金扶持解后继无人难题

记者了解到， 北京市人大常
委会正在开展深入调研， 去年多
次组织召开专项座谈会， 对全市
非遗保护中的优秀经验和存在的

问题进行认真梳理与研究， 推动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 立法进程。

2017年初， 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伟在西城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时 ， 查看了抖空
竹、 天桥中幡、 北京评书、 京作
核雕、 内画鼻烟壶、 彩塑京剧脸
谱等多项非遗代表项目， 鼓励非
遗传承人继续努力， 不断挖掘非
遗项目新的生命力。

李伟指出， 调研和立法工作
要进一步明确政府、 社会和项目
保护单位、传承人的责任义务。对
非遗项目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分
类，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进一步
统筹资源、 搭建平台， 在传习场
地、推广展示、市场开发等多方面

给予扶持。 要注重对传统技艺各
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保护，抓紧
抢救濒危项目， 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妥善记录留存。同时，要鼓励创
新， 在深度挖掘非遗项目历史文
化内涵的同时， 鼓励和支持代表
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结合时代要
求、社会需求进行“再创造”。

“非遗” 问题广受代表关注，
在今年刚刚闭幕的市两会上，多
位市人大代表对“非遗”传承问题
提出了议案。北京市人大代表、北
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提出，“非
遗”传承需要有长期规划。 她说，
“非遗”保护在近几年工作成绩显
著，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国家级传
承人绝大多数年事已高， 面临着
人亡技消的困境。

通过走访调研， 杨凤一发现
许多“非遗”传承技艺工作枯燥，
工作难度高、待遇低，很少有人来
学。 因此她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能
够有规划地做五年、十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长远资助计划， 比如以
项目来带动一项技艺的传承，有
组织有计划地开办传承培训班，
扩大传承队伍， 鼓励青年人学习
那些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 传统
手工艺； 同时对急需保护的非遗
项目和传承人，开展抢救性记录，
为将来非遗研究工作提供资料。
“要想尽各种办法让老艺术家们
掌握的绝技能够传承下来。 这件
事情不是短期能做到的， 将是一
个相当长远的计划。 ”

针对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面临“后继无人”的难题，北京
市人大代表、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
道综合部副主任韩峰也提出建
议， 政府对偏冷门非遗项目及传
承人给予一定支持和保障。 同时
要让当下的青年和儿童从小有了
解“非遗”、体验“非遗”的渠道。

韩峰通过调研了解到， 一些
冷门 ‘非遗’ 项目和工艺， 可能
不被现代社会所需要或使用了 ，
其传承者偏少。” 他建议， 政府
应扶持可能成为 “绝学” 的偏冷
门 “非遗” 项目， 为其传承人提
供一定的物质保障， 让他们在传
承 “非遗” 的过程中没有生活上
的后顾之忧 ， 能全身心投入创
作， 打造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