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宗旨的国
家级国际性文化节会——第六届中国成都国
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6 月 10 日拉开大幕。举
行国际性会议、举办非遗大展、召开国际论坛
⋯⋯今年的成都非遗节除了主会场热火朝天，
更是在成都各地开设了九大分会场，在 22 个
区市县的 326 个基层社区举办了传统表演艺
术进社区交流展演。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演社区覆盖面之
广、演出队伍之多创下了历史之最。而如何让
非遗节真正走近老百姓，成为群众的节日，本
届非遗节可谓下了一番苦功。

听曲看戏赏非遗

“听说今天在小广场上的表演有点巴适，
把雨伞准备好，一起去看稀奇。”“好像是非遗
节的活动办到我们社区来了，这还是头一回。”

“可以看到不少快要失传的非遗技艺哦！”6 月
10 日一大早，天空中还飘着零星小雨，然而成
都市武侯区簧门街社区的居民却是热情满满，
人们三三两两来到社区民苑广场上观看非遗
活动展演。

气氛热烈的开场舞不仅吸引了台下的观
众，甚至引得不少过路人驻足观看。由木偶戏
演员带来的川剧经典剧目《人间好》引得阵阵
叫好声，看着木偶在非遗传承人杨露群手里活
灵活现，不少观众跃跃欲试。

两天后，同属非遗节武侯区分会场的武侯
祠南郊公园“畅游武侯·体验非遗”大型展演开
幕。在开幕式上，来自新西兰、伊朗、莫斯科等
国际队伍纷纷登台献艺，让在场的武侯群众零
距离体验异域风情。同时，天桥中幡、新疆木卡
姆、苗族飞歌等我国优秀的非遗展演也依次上
演，精彩绝伦的演出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在基层社区开展非遗节活动，不仅让老百
姓足不出户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更让优秀的
公共文化资源和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共享共建，
将文化惠民落到了实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连辑
说，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对非遗保护在客观
上造成了威胁，整个社会对城市化、工业化、全
球化的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讲，实际上等于对非
遗保护形成了一种在行为上和观念上的对立。
第二大威胁是现在参与非遗传承的年轻人已
经越来越少了，让非遗传承后继无人。第三大
威胁则来自于市场需求的减少。在过去以手工
业为主的农业时代，很多非遗作为生活用品，
需求具有普遍性，而今随着大量工业品、高科

技产品的出现，传统手工艺品被大量替代。
连辑的分析让人感受到非遗传承与保护

的重要性，这也是非遗节走进百姓生活的必要
性所在。让非遗回归生活、回归社区，能唤起
大家关心、支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意识，是实现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路径。

“逛吃逛吃”看非遗

看稀奇和开眼界是人们感受非遗魅力的
一大乐事。6 月 13 日，本届非遗节举办的第四
天，各大展览和非遗展演依旧热度不减，每天
数万成都市民络绎不绝涌入成都非遗博览园，
近 600 场展演遍布成都，更有 1200 余万人次
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围观”本届非遗节。为
了让“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非遗项目“飞入寻常
百姓家”，参与非遗节的四川各市州可谓拿出
了“看家本领”。

美食在四川历来颇受欢迎。“哇，这个豆腐
干好好吃，香辣入味。”“这个鸭子也很特别，吃
上去既甜香又麻辣。”乐山甜皮鸭、达县灯影牛
肉、遂宁豆腐皮⋯⋯非遗节开幕后，主会场国
际非遗博览园内的“非遗味道”百家宴区域人
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云集于此。

四川达州馆展厅内灯影牛肉展区人潮涌
动。据介绍，灯影牛肉已有 100 多年历史，达
县灯影牛肉传统加工技艺是四川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其技艺包含有选料、捂肉（发
汗）、切片、和料、铺肉、烘烤、包装 7 道工序。
此工艺生产出来的牛肉片薄如纸，灯照透影，
有着“民间皮影戏”的美誉。

通过非遗节的平台，灯影牛肉走向了更广
阔的舞台。连续几届参加非遗节的灯影牛肉
展商表示，每一次参加非遗节都有新的收获：

“通过非遗节，我们灯影牛肉的销量一届比一
届好，昨天我们刚和泸州的一家企业达成了合
作意向，准备拓展灯影牛肉在泸州的市场，让
更多人领略这一非遗美食的魅力。”

在凉山馆，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看彝族建
筑技巧，还能欣赏彝文书法、彝族刺绣、彝族漆
器和一些彝族传统手工技艺。最吸引人的莫
过于“叮叮叮”银器敲打的声音，那是 61 岁的
勒古沙日正在打造彝族银饰。勒古沙日从 12
岁开始制作银器，已经从事银器制作近 50 年
了，是彝族银饰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谈到自己的手工制品，勒古老先生指着桌
上的一个样式精美的手镯说：“这个手镯是空
心的，里面有一些小碎银，戴着走路会沙沙作
响，我们彝族的姑娘最喜欢这样的首饰。但这

个做起来也比较复杂，你看这些凸起的小圆
球，全是我一个一个手工敲上去的，外面的机
器是做不出来的。完成这样一个银饰，要花一
天一夜呢。”

各抒己见“论”非遗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非遗保护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
助理总干事呼吁，在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维持文化多样性的关键
所在，也蕴含着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挑战所需
要的丰富知识。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认为，持有非遗的社
区、群体或个人，既是传承者，也是实践者，更是
创造者。他们是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最为重要
的力量，他们的主体地位贯穿非物质文化遗产认
定、保护和传承的始终。这些社区、群体和个人在
行使保护、传承和发展权利的过程中，应当享有
获得收益的权利，创造性表达的权利，学习和受
教育、受培训的权利。尊重持有者和传承人群的
主体地位，支持他们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连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自身需要
保护，需要发展，同时也应该充分发挥它们在
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各方面中的影响
力。现在有不少大学在做传承人研培计划。
中国艺术研究院已经在 18 个传统技艺的方向
招收硕士研究生，并且聘请了 18 位不同行业
的传承代表人做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在非遗
园现场看到的国外非遗传承情况，像西班牙普
苏耳教育计划，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像印尼蜡
染，补充完善了师傅传徒弟、父母传子女的方
式，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 2007 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
持下举办的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今年已经是第六届。一届又一届的非遗节不
仅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和成果，
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验交流，推动了理念
的深化、政策和措施的完善，为全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积极的贡献。

带非遗回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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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非遗回归生活、回归社区，能唤起大家关心、支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是实现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路径

☞ 尊重持有者和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支持他们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说起客家，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
令人垂涎的客家酿豆腐、酿茄子。然而，
作为中华汉民族诸多民系中颇具神秘色
彩的一支，客家人究竟从何而来？恐怕
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在客家文化的
代表区域、有“世界客都”之称的广东梅
州市，有着国内首家全面展示客家民系
文化渊源与发展的博物馆——中国客家
博物馆，值得前往一探究竟。

“这是一家整体性生态博物馆，主馆
常设主题陈列《客家人》，周边利用古建
筑设立了各具特色的黄遵宪纪念馆、大
学校长馆、将军馆、客家匾额馆、华侨馆
等卫星馆。在这里，您可以解读客家积
淀深厚的文化，探寻客家神奇迁徙的历
史，体验客家独具特色的风情，欣赏客家
古朴典雅的民居，领略客家崇文重教的
传承，感悟客家‘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开
拓进取精神。”博物馆负责人侯鸿忠说。

俗语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
人”，那么究竟“客从何来”？这正是博物
馆第一展厅向大家展示的。站在一幅客
家五次大迁徙的路线图前，我们仿佛随着
客家先辈的颠沛流离穿越了近2000年的
中华文明史。客家先辈是中原人士，他们
由中原汉人演化为客家民系，是在一次次
迁徙中完成。每一次举家大规模南迁，基
本上都是受战乱的影响。早在西晋末年，
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不堪奴役的中原
汉人开始了持续 170 多年的第一次大迁
徙。后历经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
据，金兵攻占北宋、元人入侵中原后一次
再次的渡江南迁，客家民系得以形成。因
当时户籍有“主”“客”之分，被编入“客籍”
的移民遂自称为“客家人”。之后在清兵
入关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动乱
中，客家人又两度大迁徙，足迹遍布两湖、
两广、四川、福建、台湾等地，甚至漂洋过
海去谋生。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
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漫长的迁徙中，华夏文明传承并融
入客家血脉，又自成一体，形成了独特的
客家风俗文化。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
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之一的围龙屋，就
是研究客家文化最生动的物证。在博物
馆内的“地标围屋”展厅，摆放着重达数
千斤的木梁架，它是从梅州客家老民居
中拆下来的；梁架旁放置着客家人建房
用的石灰、黄泥、糯米饭夯成的土墙实
物，坚固不输水泥；梁架对面则是由客家
乡村建筑师制作的巨大的围龙屋模型
⋯⋯这些奇妙的建筑设计和精湛的建筑
技巧，集中体现了客家人的礼制观念、家
族观念和风水观念。

比起实物，更打动人的是馆内展示
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客家
山歌、客家童谣、汉剧、提线木偶戏、采茶
戏等。展厅里视频播放的一首客家童谣

《月光光》，让游客感受到了客家话的韵
味。“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
⋯⋯鲤嘛背上一盏灯，鲤嘛肚里做学堂；
做个学堂四四方，兜张凳子写文章⋯⋯”
这首童谣向儿童传递出，上学堂、写文章
是无限光荣的事。由于客家先辈多源于
中原门户清高者，受着“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思想的熏陶，加上客家多在山
区，地瘦家贫，读书仕进才能改变子弟与
家族命运，因此，耕读传家成了客家人宗
族生存哲学的一部分。

伴随客家人一生的故土情怀，如今，
致力于挖掘、传承与弘扬客家优秀历史
文化的中国客家博物馆，已成为全球客
家人寻根问祖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在这里，您可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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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客家博物馆

客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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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传承

的种子

李 哲

侗族大歌、藏族锅庄、四川竹琴

⋯⋯四川成都市的许多居民没有想

到，在自己家门口居然也能看到全国

各地的经典非遗表演。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期间，30 多支来自全国各地

的非遗队伍走进成都市的大街小巷，

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化展

演。非遗进社区，是本届非遗节最大

的亮点之一。非遗节期间，成都市

35%的社区都安排了非遗项目演出，

共辐射到 65%的社区。非遗节结束之

后，成都还会打造非遗进社区的长效

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群众中生

长起来的文化之花，它总是带着泥土

的清香。随着时代的变迁，非遗要想

在当代实现良好的传承和发展，永葆

活力，就必须走下展台、走出博物馆，

走到群众中间，走进人们心里。为什

么要搞非遗进社区？就是要让优秀

传统文化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在老

百姓享受非遗魅力的同时，文化基因

也就会留在了群众血液里。只有让

当代人对非遗文化有了面对面的亲

身感知，才能实现古老非遗的有效传

承。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种历史条件

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面临遭受冲

击、加速消失的现实威胁，也面临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机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是

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

护传承环境。

有专家认为，有六项指标可以衡

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得到有效保

护：一是实践活动是否持续并富有活

力；二是基本实践方式，如手工技艺

之于某些传统工艺项目，是否得到保

持；三是基本文化内涵是否得到尊

重；四是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是

否得到弘扬；五是相关社区、群体和

传承人的保护、传承及再创造权利是

否得到尊重；六是传承人群是否得到

保持乃至扩大。

通俗地讲，有人会、有人看、有

人买、有人学，一项非遗才有活力，

才谈得上有效的保护和良好的传承。

因此，无论是非遗进社区，还是非遗

进校园，只有让更多的人零距离感受

非遗的魅力，它才能播下传承的种

子，进而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在浙江省嘉善县有一支“新居民艺术队”，成员多为外地迁来嘉善的“新居民”，

常年活跃在县内各敬老院、学校、社区等地进行公益演出。该艺术团目前有成员近

百人，2010年成立以来已奉献演出近 400场。 翁忻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