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位于北京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今年

6

月开展的“气象万千———中国非遗保护实

践主题展”在暑期吸引了众多游客和观众。 展览展出的

600

多件（套）展品涵盖非遗的十大

门类，涉及

100

余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 展览通过

文字、图片、实物实景、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呈现形式，为观众讲述中国非遗的深厚内涵和中

国非遗保护实践的累累硕果。 该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6

月。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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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文脉绵长

“看，那就是咱们老家有名的潍

坊风筝，这可是国家级非遗。 ”展厅

里，一位来自山东的父亲指着“百鸟

朝凤” 主题风筝组和以二十四节气

构成龙身的“蜈蚣龙” 风筝对孩子

说。“看到家乡的非遗能够被国家级

展馆认可、被更多人认识，我感到特

别自豪和光荣。 ”他这样表达。

“气象万千———中国非遗保护实

践主题展” 共搭设了

6

大场景、

2

条

非遗街区、

8

个体验互动区和

15

个

多媒体展项， 还邀请了多位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带徒现场展演，

用真实可感的方式生动呈现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

展厅里，原貌呈现的徽州地区古

戏楼颇具韵味，京剧、黄梅戏、昆曲

等

16

个戏曲非遗项目的经典选段，

通过名家现场展演和纱幕投影的形

式，在戏台上轮番演绎，为观众带来

沉浸式体验； 在传统美术和传统技

艺单元，展出刺绣、年画、石雕、木

雕、 营造技艺等

60

个项目， 重点展

示非遗项目的制作技艺， 系统呈现

从材料到成品的制作过程； 在传统

制茶技艺单元， 通过展示茶叶的种

植场景、制作技艺、文化空间，以茶

叙事、以茶述理、以茶论道 ；在民间

文学和民俗单元， 重点展出三大史

诗、 端午节等

14

个项目， 表现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连结民族情感、 维系

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 在悠久的文明进程中，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根脉， 就书写

在典籍文脉的字符间， 编织在织锦

丝绸的经纬里， 传唱在戏曲歌谣的

旋律中。 观众徜徉在一项项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 品味着其承

载的中华文脉。

活态传承焕发新生

灿若云霞“通经断纬”的南京云

锦织造技艺、 工序复杂色彩丰富的

苏州宋锦织造技艺、 历史悠久颇具

民 族 风 情 的 黎 族 传 统 纺 染 织 造

技 艺 ……在展现传统技艺 的 织 造

单元，各具特色的非遗项目令人目

不暇接，而活化利用这些非遗技艺

的 服 装 设 计 更 是让不少观众啧啧

赞叹。

“这些香云纱（香云纱染整技

艺）太美丽了，它们的颜色都是天

然的。 ”在展览现场 ，来自美国的

观众苏珊娜说，“用它做成的这些裙

子令人惊叹，这是属于中国的美。 ”

古老的非遗不仅存在于展柜里，

更活在当下生活中。

展厅里，传统的南京织锦木机旁

边立着一组组服装模型， 展示着融

合古老非遗织造技术的礼服和时装

设计；风格独特兼具中原文化、闽越

文化和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舶来文

化的惠安石雕，不仅在传统碑石、雕

塑、建筑等中有所应用，其传承人也

在不断探索将之融入现代雕刻艺

术； 景德镇传统青花瓷制作技艺闻

名海内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古

老手艺更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着力

量……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在中

华文明不断发展前行的历程中，“苟

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的精神从未

改变。 中国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同

样如此。 传承与发展并重，守正与创

新同行， 中国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在守护好根本的同时， 也不断与时

俱进， 让古老的非遗为今人生活注

入更多文化底蕴。

“活 ”在当下的非遗，与每个人

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 非遗项目的

展示，正是将无形的、长期的文化传

统和认识方式，以可理解、可感受的

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美美与共谱写华章

展厅里，一艘精美的木质船模吸

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 这是流传于

中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

区的禳灾祈安仪式———送王船的用

具。 这些地区有着崇祀“代天巡狩王

爷”（简称“王爷”）的民间信俗，人们

相信“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

各地巡查，拯疾扶危，御灾捍患。

这一遗产项目体现了人与海洋

之间的可持续联系， 被两国的相关

社区视为共同遗产， 长期以来发挥

着巩固社区联系、 增强社会凝聚力

的作用，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

文化间对话，体现了顺应可持续发展

的文化创造力。

中国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同样注

重国际合作。 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

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 ”、与马来西

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

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和相关实践”

均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同时，中国参与了《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谈判及其实施

细则的制定过程，

3

次当选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积

极参与国际非遗保护实践。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

年来，中国作

为缔约国，认真履行义务，在积极开

展的非遗保护实践工作中，开辟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更为世

界非遗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据统计， 截至

2023

年底， 中国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名册的项目共计

43

项，

位居世界第一。 其中，

35

项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7

项列

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项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中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这一制度

是中国在

20

年来非遗保护工作中不

断摸索创新的成果。

如今，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成果

丰硕———非遗保护法律法规制度更

加健全，传承工作持续深化，非遗保

护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 截 至

2023

年底， 国务院公布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

1557

项，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

3068

名， 设立

2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

“气象万千”同时也包含着“瞬息

万变”的内涵。 展览不仅呈现着中国

非遗的博大精深，也捕捉和呈现着非

遗融入现代生活的“进行时态”，展

现着中国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对其进

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种种成

果。 在这方展厅里、在这片土地上，

古老非遗正延续着充满生机的活态

传承。 （黄敬惟）

共赏非遗保护“万千气象”

文化万象

田野上的艺术乐园

近日， 大元社的孩子们和老师从村里

一幅墙绘前走过。

在湖南省宁远县， 一场乡村青少年艺

术节在九嶷山脚下的大元社举行。 宁远县

水市镇游鱼井村和朵山村的

30

多个孩子，

与瑶族老人们一起唱瑶歌，身着自己设计、

制作的服装表演戏剧。

2016

年， 毕业于美术院校的周燕在丈

夫刘休的家乡———水市镇大元自然村成立

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中心， 希望通过艺术

的方式陪伴村里的留守儿童成长， 弥补农

村艺术教育短板。

近些年，大元社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除

了平日里的艺术课程，每年寒暑假，多个高

校的志愿者会来到大元社， 为孩子们提供

舞蹈、声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课程。

陈振海 摄

滇派内画：

方寸之间

绘云南古韵今风

内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工艺。画师把特

制的画笔，伸入狭窄的瓶口反向绘画，将大

千世界镶嵌于方寸之间。“滇派内画”是现

代内画技艺中一种独具云南风情的派别。

今年

49

岁的孙鸿雁是滇派内画非遗

技艺创始人。

1996

年， 孙鸿雁从故乡山东

来到云南，将云南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

历史文化等元素融入内画创作， 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滇派内画，并于

2012

年列入昆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一个“年轻”的内画派别，滇派内

画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通过颜料、工具

的创新，以及紧跟时代的设计风格，收获了

许多年轻人青睐。

多年来，孙鸿雁通过创办滇派内画传习

馆、创立创新工作室与高校授课等方式，不

遗余力宣传、推广滇派内画，已面向社会收

徒

200

余人，培养技能人才

1000

余人。

“作为文化载体的非遗技艺也要与时

俱进，接纳并满足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在

不断创新中把古老技艺永远传承下去。 ”孙

鸿雁说。 陈欣波 胡超 摄影报道

图

1:

“百鸟朝凤”主题风筝组。 图

2

：南京云锦织锦木机。 图

3

：原貌呈现的徽州古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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