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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刚过，又传来

大运河和丝绸之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喜

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今年文化遗产

日的主题，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面

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活起来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非遗是

独特的。为大众熟悉的传统技艺、传统医

药等非遗，选取特定材料，用传统技艺进行

手工制作，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独特的文

化信息和情感投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

个”。这种独特性，恰好是这些非遗项目的

市场价值所在。将这部分非遗资源转化为

物态化的产品，既能为非遗的保护传承造

血，也可以让民众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产

品,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分享非遗文化蕴

涵。传承保护得益于此，非遗的创新发展

也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在不少地区，非

遗的生产性保护还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途

径，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生产性保护的

方式使用得当，无疑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的多赢之举。

然而，过犹不及。一些地方发展心切，

混淆了“生产性保护”和“商业开发”的界

限。文化遗产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而

不是“开发”。所谓“生产性保护”，其核心

依然是保护，生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

于“开发”文化遗产的表述，长期致力于非

遗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

非常反感。在他看来，对文化遗产而言，

“开发”是个野蛮的词汇，开发的目的就是

经济利益。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让非

遗走样，最终伤害的还是非遗本身。

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融入生活，并不

意味着要用机器大批量生产非遗产品。看

到机器压的皮影、剪纸，机器印的年画，人

们会有这样的困惑：这些规模生产出来的

产品还能叫非遗吗？笔者也曾见到一些号

称非遗的产品，采用化工原料快速染制，低

价卖给游客。游客多非专业人士，就是到

此一游，图个便宜、买个新鲜，既不了解，也

不会挑剔制作方法。

殊不知，这种成本低、来钱快的好办

法，却是在自我伤害。仅从生产技艺上看，

机器生产不仅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其生产

效率、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如此竞争，

真正的非遗产品自然吃亏，李逵也就打不

过李鬼了。如此偷梁换柱，用工业文明替

代了手工文明，非遗产品也就徒有其名了。

这种现象的流行，当然与商家重利的

投机心理有关，也与人们对手工价值的忽

略有关。真正的非遗产品，且不说材料的

难得，仅手工艺人的培训和制作过程，就不

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一双内联升的手

工纳底布鞋，恪守每平方寸九九八十一针

的规矩，需要耗费 1 个熟练工人 3 天的劳

动。这样的非遗产品怎么能与胶底布鞋或

者运动鞋等价？

优秀的手工作品，应该有与之相匹配

的价格，甚至可以成为奢侈品。全球公认

的奢侈品品牌，无论汽车、手表还是皮具，

在品牌文化之外，强调的都是稀有的材质

和精良的手工。只有当优秀手工制作的价

值得到大众认可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非遗

鲜活起来、大放异彩的时候。

活起来，先要真起来
姜 范

新影集团落子沈阳新影集团落子沈阳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王振军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要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
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
美丽城镇。

“这种美丽关键是内在的文化的美
丽，从观念到行为到意识。”中国艺术研
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说。

苏州镇湖就是一个成功的新型城镇
化案例。“那里有 8000名绣娘，还有 3000
人从事相关的第三产业。这样的城镇化
使得苏州刺绣这个非遗项目极具活力，
非遗的传统文化产业在当地也实现了经
济与文化的双重繁荣。”邱春林说。

“在保护理念上，要提倡整体性保
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说，“包括两个
层面，一是文化整体，项目涉及的所有文
化元素共同构成文化整体；二是生态整
体，要把非遗项目比较集中的乡镇、村
落、街道作为重点保护区域，保护适宜非

遗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
湖北省武汉市江欣苑社区走出了一

条“政府引导、居民参与、市场运作”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社区之路。当
年，社区邀请了湖北省内数十个国家、
省、市级非遗项目落户社区，为他们提供
展 示 厅 及 工 作 室 ，并 帮 助 产 品 寻 找 销

路。“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仅
武汉汉绣，去年销售收入就达 900 多万
元。目前，我们已经接收了 2 万多名高校
学生交流学习，带动居民学徒 1100 多
人。”社区书记胡明荣说。

“必须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内
容纳入国民教育当中。为什么我们的年
轻人不爱看戏，不爱传统文化？就是因
为缺少这方面的教育。”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说。

“宁可小众化，也要保住其独特性，
使得文化多样性这样一种生态得以保
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

本版编辑 佘 颖

日前，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

集团宣布在沈阳投资 206 亿元

建设影视基地，其规模将超过浙

江横店影视城——

6 月 14 日，今年的文化遗产日活动
在北京举行，活动的主题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城镇化同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镇化都
是国策。城镇化富国强民，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有利于提高民众文化自觉、建
立文化自信，两者并行不悖。”文化部非
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王福州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化建设
并非不可协调。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历史的
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的属性，我们完全
可以探索出符合非遗自身规律的各种保

护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城镇化进程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

面对城镇化对非遗传承发展的冲
击，文化部已经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
例如，对已命名的 1986 名代表性传承人
进行培训，帮助他们转变观念、提高素
养、提升境界。在非遗保护的基础上，争

取有所突破，适应现代审美需要；针对惠
山泥人日久掉色、蓝印花布放久褪色等
问题，与院所合作，取得科技部等部门的
支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实用功能；开展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特色街区社区评选认定，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更好地为现代生活服务等。
“笔墨当随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在保留核心元素、原汁原味传承的
同时，也面临发展创新的问题。不留恋
过去的辉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当
下，才能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的文章。”王福州说。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如何恢复我们
原有的生活？当然这种恢复不是强硬
的。过去保护区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没有和我们的生活连
在 一 起 ，终 将 只 能 成 为 博 物 馆 里 的 东
西。”陈勤建说。

创新——

与生活断线，最终只能进博物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供的数据显示，1978 年到 2013
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从 1.7 亿增加到
7.3 亿 ，城 镇 化 率 由 17.9% 提 升 到 了
53.7%，城市数量由 193 个变为 658 个，建
制镇的数量从 2173 个变为 20113 个。而
按此规划，今后几年之内，我国常住人口
中，还将有 1 亿人转化为城市人口，使城
镇化率达到 60%。

随着城乡传统空间的变革，借此形
成的文化空间及文化形态也面临不断调
适的境况。工业化、旅游业、农村人口外
流、移民、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使主

要依靠心传口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
极大冲击，正面临消失的危险。

“快速的土地城镇化，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陷入极大的困境。”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陈勤建说。问题主要体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生活快餐化，传统日常生活审美语境丧

失；美丽城镇空壳下，精神内涵流失等。
以苏州为例。按其新型城镇化规

划，到 2030 年，苏州将要形成 1 个大城
市 、5 个 中 等 城 市 和 10 个 小 城 市 的 规
模。“城市是建好了，但几千个乡镇几年
之内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的非物质文
化究竟依托在何处？”陈勤建很担忧。

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聚
居地之一。而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农
村 的 青 壮 年 大 都 进 入 到 城 镇 就 业 、生
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使自己成为
一个城市人，城市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
响着他们。青壮年城镇化率高，就意味
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新生力量减
少，这同时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的
衰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
副所长邱春林说，“一个老村落，如果青
壮年离去，不用两三年时间，空心化就会
导致其精气神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怎
么传承？”

发展——

体现差异性，传承保护也能富民

挑战——

城镇化加快，非遗面临消失危险

随着日前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与吉尔

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

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

的总数已达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也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新的挑

战。不留恋过去的辉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在当下，促进其与现代生活的融合发展，将

是做好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促进双方协调发展的现实之路。

在城镇化进程当中，传统的文化业态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的对象，却恰
恰容易被城镇的规划者所忽略。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城镇化应该循序渐进，而不应是大跃

进式的。以江西景德镇为例，现代陶瓷生
产仍然是当地最重要的产业。如果没有
陶瓷，当地靠什么富民？我们再回顾一下
茶马古道上一系列的历史文化名镇，哪一
个不是因为长期工商业的兴盛，因为传统
文化产业的支撑，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因为有市场，因市利镇、因市兴
镇，这就是尊重市场经济的原则。同时，
不能搞二元化，掠夺乡村。现代乡村文明
迅速衰落，这是糟糕的事情。今后要城乡
相辅相成，大城市、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
三者协调发展。

城镇化应该重视业态的多元化。一
个城市必须有包容能力，要允许一小块地
方保留传统文化产业，让它有发展空间。
传统文化产业帮助很多人实现了就业，实
现了可持续发展，在物质、精神、经济、人

文各个方面都可以为城市提供支撑。很
多事实表明，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只需要
一到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能支撑
起来，就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创造性地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再造有文化特色的城镇。在新城镇的文
化空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大有作
为 。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四 川 绵 竹 的 年 画
村。那个村庄环境优美，建筑全是提炼当
地传统建筑的样式进行现代化的再创意，
建筑上的彩绘都是绵竹年画。一到这个

村庄，就觉得居住环境、工作环境乃至商
业环境都很美，新型城镇化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相得益彰。

落实整体保护原则。新城镇建设当
中，新城镇规划要与国家设定的文化生态
实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关物质文
化遗产相结合。在规划过程中，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专家和传承人要参与整体决
策工作，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保留空间。

（本报记者 陈郁整理）

人往城里挤人往城里挤 非遗何所依非遗何所依
本报记者 陈 郁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邱春林——

别让城镇化把非遗“化”掉

这个基地是中央新影集团在国内投资的第 5
个影视基地。在就近有长影世纪城，本地有关东
影视城等影视基地的竞争中，中央新影集团落子
沈阳有何深意？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董事长高
峰说，一个影视基地应该建立在地域的文化基础
之上。沈阳文化基础非常深厚，又是东北亚经济
发展的中心城市，新影集团希望在这里做出一个
有东北亚文化特色的影视基地，通过影视基地，把
东北亚的文化特点和沈阳当下的文化状态释放出
来，把沈阳历史的轨迹放大展示出来。

规划占地 6000 亩的沈阳影视基地，主要以东
北亚文化为特色。建设内容为辽宋元影视城、明
清影视城、民国影视城、锡伯族等地域文化特色影
视城，同时建设东北亚影视城、高科技摄制棚、中
央新影影视学院、文化产业总部及影视制作等配
套区和东北亚旅游集散中心。一期将在两年内投
入运营。

影视基地热已经几轮起伏。前些年盲目跟
风、重复建设造成了一些影视基地经营不善，甚至
长期闲置荒芜的情况。目前全国有上百个影视基
地，其中投资上亿元的就有 30 多个。一边是市场
遇冷，一边是地方政府和投资者热情高涨。单纯
依靠场租或旅游业盈利的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影视
基地的扩张胃口。大手笔投入的沈阳影视基地如
何保证整体投入运营的收益？

高峰说，影视基地运营失败，往往是因为综合
性不够，只是为了一个影视剧的拍摄。建成后如
果没有别的剧组来，它就荒芜了。新一代影视基
地不能只是为了一个影视剧的拍摄，要具有复合
功能，不仅能进行影视剧拍摄，而且能真正做到集
影视拍摄、影视教育、旅游、娱乐、培训为一体。

高峰还表示，文化产业不能单兵突进。沈阳
动漫文化产业发展的势头很好，新影视基地将注
重与沈阳既有的优势文化产业相结合，将吸引很
多文化活动、教育培训活动在这里展开。这样基
地的潜力就是巨大的，大家也愿意聚集在这里。
按规划，沈阳影视基地将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国家 5A 级景区，预计年接待游客 1000 万人
次，实现创造地方旅游及现代服务业年收入 150
亿元以上。

6 月 13 日，河北省昌黎县文化馆的演员在秦

皇岛市文化广场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昌黎地秧歌。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6 月 14 日，“非遗”传承人在制作百子灯。当

日，浙江省义乌市开展“非遗”活态展演。

龚献明摄 （新华社发）

6 月 17 日，广西钦州学院的大学生集体研习

坭兴陶工艺，致力创新传承坭兴陶非遗文化。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非遗在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