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非遗智库

2022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

2022

年末， 中国有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 在世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2433

名，非遗保护机构

2425

个，从业人

员

17716

人。

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的成

绩， 离不开专家队伍的支持。 论坛

主席、 华夏文化促进会非遗分会会

长常月红说：“非遗的理论研究者

提供学术支撑， 代表性传承人保持

传统文化的连续性， 相关科技工作

者和文化工作者则从不同角度参与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大家共同推动

非遗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 ”

在论坛现场， 组委会宣布成立

由

24

位成员组成的论坛主席团和

38

位成员组成的论坛专家委员会。

论坛联合主席、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李宏复表示：“我们将以开放

和包容的态度， 积极联络和邀请更

多专家学者参与到论坛和非遗事业

中来。 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合

作交流， 进一步拓宽非遗研究视

野，丰富非遗研究方法。 ”

分享非遗经验

目前，中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中国政

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文化代表

苏旭表示：“中国为世界非遗保护工

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应继续努

力，扎实做好非遗的系统性保护。 ”

论坛上， 一些非遗工作者交流

了自己的做法和经验。

有的学者深入基层对非遗进行

一线调研， 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的足

迹遍布中国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通

过广泛的田野调查， 他基本摸清中

国境内有

33

个少数民族有和剪纸

相关的习俗传统， 包括藏族、 哈尼

族 、德昂族 、拉祜族 、傈僳族 、苗族

等。 多民族的剪纸虽然功能、 形态

丰富，色彩各异，但都裁剪精巧。 他

强调“要把剪纸还原到村社生活”，

运用“活态文化”的研究方法，为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剪纸“建

构基础田野实践和理论框架”。

有的学者强调非遗保护与传承

的关键在人才培养。 河北师范大学

教授寇学臣介绍了当地“一体两翼

六品”的“书教育人”模式。“一体两

翼六品” 即以河北师范 大 学 书 法

学科建设为“一体 ” ，以书法协会

等为“两翼 ” ，以“高等书法论坛”

“烛光计划”等

6

个品牌活动推动区

域书法教育， 多年来共使百万师生

受益。

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非遗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近年来，数

字技术赋能非遗， 实现非遗数字化

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

北京乐器研究所研究员彭丽颖

介绍了他们通过数字化赋能复原古

乐器的实践。 融合“燕京八绝”非遗

技艺复原筑和轧筝两种古乐器的过

程中， 他们采用了

3D

建模和数字

化音频技术等。 复原后的这两种古

乐器好看又好用， 在音乐会现场演

奏时受到关注和赞扬。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

员张秀梅的团队运用智能化手段实

现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知识图谱化、

临床决策规则化，为现代人提供了预

防调治、保持身体健康的智慧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晓英指

出， 当下迫切需要加强非遗价值评

估工作， 推动非遗保护高质量发

展， 避免低水平建设和重复建设。

她提出了非遗价值评估的三维指

标， 即历史文化维度、 保护传承维

度和活化创新维度，使非遗工作有标

准可遵循、有标杆可追赶，达到“以评

促建”的效果。

打造非遗名片

展现中国非遗的魅力，增强中华

文化影响力，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

非遗事业的重要一环。

从故宫红墙到江南水乡，从敦煌

大漠到丘陵茶园，展现中国大江南北

人文自然景观的画面，牢牢吸引了与

会嘉宾的眼球。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出品的中英文短纪录片《万象中国》

第一季片花在论坛现场播放时，引发

关注。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艺术中国

主编许柏成介绍，这部系列纪录片的

第一季从丰富的中华文明宝库中选

择了

100

个代表性元素， 以小见大，

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

内涵和精神品质。 第一季的国内总播

放量达

8000

万以上， 海外总接触量

达

1200

万以上。

许柏成认为，《万象中国》的经验

表明，非遗的国际传播既要注重学术

质量，又要通俗易懂，“要在全球视野

下讲述中国故事，精美的画面 、丰富

的场景和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都有

助于提高国际观众的接受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

亮丽名片。 与会嘉宾们一致认为，我

们应该讲好今天中国非遗保护传承

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故事，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颜诗桐 苗春）

太原晋祠“难老河会”

民俗文化引客来

农历六月十五，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举

行主题为“寻迹中华文化 传承千秋礼仪 ”

的

2023

年“难老河会”大型民俗活动，引

来数千名村民及游客 ， 近距离感受民俗

文化的魅力。

一年一度的“难老河会”是太原晋祠一

带的民间庙会。河会上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

是晋祠民俗文化的代表和集中展示。

当天，河会以“百人锣鼓表演”开场，阵

阵鼓声，铿锵有力；“舞龙舞狮”以“行进式”

形式表演，展现奔腾争跃、喜气祥和的河会

氛围；儿童表演团带来的“礼仪千秋文化演

出”，展示晋祠特有的民俗风情和礼仪文化；

以晋祠历史与传说故事为背景倾心打造的

原创话剧《唐风晋韵话晋祠》，带领游客回眸

晋祠千年，探源三晋文化。

晋祠水母楼前，一场舞狮跳桩表演博得

现场一片喝彩。 只见一只“红狮子”时而跳

跃 、时而转圈 、时而嬉戏 ，吸引在场游客观

赏、拍照。 这场“文化大餐”唤醒了周边村民

的民俗文化记忆，还引来不少外来游客。

除文化演出之外，馆区内的流碧榭和白

鹤亭还开设“香文化小课堂”。游客在现场通

过制香、选香、品香三个板块，深入了解香文

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晋祠庙会’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从明清一直兴盛至今。随着时代发展，很

多在庙会上的传统节目如今越来越少见。为

更好地开展民俗文化活动， 我们查阅资料、

实地走访 ，希望能够恢复‘晋祠庙会 ’的盛

况。 ”邱萍说。

(

高雨晴

)

非遗复兴

让“朽木可雕”

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许多人看不上眼

的朽木、 软木，经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曹县木雕匠人的雕琢， 转化为精致的工艺

品。 如今， 经过融合创新发展，这一传统手

艺已转型升级为新型手造产业，产品畅销海

内外。

位于曹县孙老家镇的山东省曹县云龙

木雕工艺有限公司，是曹县木雕国家级非遗

传承单位。 在“入木三分创新中心”展厅，匠

人们手工雕刻的佛像、木雕屏风及各类家具

雕刻装饰组件琳琅满目。曹县的木雕匠人祖

祖辈辈坚持手工钻研、精进工艺，至明清时，

技艺已相当精湛， 被称作“有蓬松感的雕

刻”。“曹县木雕既有浮雕的品位，也有立体

圆雕的手法。”该公司董事长、曹县木雕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蔡秀芳指着展厅的一块高档

根雕说，树根取材于当地盛产的泡桐，原本

已近乎腐烂，“泡桐木很松软， 如果技艺不

够，一刀下去，往往满盘皆输。 ”

20

世纪

90

年代，自小继承家传木雕手

艺的蔡秀芳，以木为纸、以刀代笔，和她的弟

子们不仅“唤醒”了传统技艺，也在传承中开

启了融合创新之路。

复兴的曹县木雕技艺，逐渐获得海内外

更多青睐。

2000

年，精于在桐木上雕琢的曹

县木雕“闯”入了将桐木视作珍贵家具木材

品种的日本。 此外，曹县已连续多年向欧美

国家出口棺木。

而随着近年国内消费市场升级，曹县木

雕工艺品通过电商平台覆盖了更大的国内

市场。

2022

年，云龙木雕公司线上年销售量

达到

2

万余件，线上销售额突破

600

万元。

曹县木雕技艺“开枝散叶”，蔡秀芳带出

的手艺人已有三百多人。曹县木雕从家传手

艺发展到李庄村的文化符号，如今成为菏泽

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以及全县支柱产业之一。

（李志浩 王阳）

近日，来自非遗领域的专家学者、传承人、策展人以及青少年学生等数百人，齐聚由华

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 论坛设有新标识发布、主

题演讲、代表性项目展示等环节，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展现中国非遗的非凡魅力

———记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

中国文物出境展览走过

50

年

日前， 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

办的“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土文物展览’

50

周年纪念特

展” 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展览馆拉

开帷幕。

展览由序厅、“光荣使命， 破冰

前行”“继往开来， 走向世界”“踔厉

奋发，时代新篇”和尾声组成，以数

据、图表、照片、实物等多种形式，回

顾中国文物出境展览走过的

50

年

光辉历程。展品共计

108

组

371

件，

包括展览相关文件、档案、资料、报

纸、文物复仿制品、门票、请柬、观众

留言簿、展览宣传册、图录、文创品

等， 此外还有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

口述史视频。 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23

日。 （邱煜雯 文

/

图）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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