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传承活动在
我国尽管有久远的历史，但是在“非遗”这一术语
框架下展开，却只有不到 20 年时间。然而，它所
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随之，整个社会对传统文
化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1972年，联合国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在这个公约的框架下，故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这是物质文化遗产。1992年又有
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样式雷建筑图档》被列
入世界记忆名录。样式雷建筑图档，通俗地说，就
是宫廷建筑图纸。2003 年，有了《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的工匠
师傅们，掌握和运用这种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手艺，
可以造出像故宫一样的建筑。他们的技术和手艺
才是名副其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是文化
历史的创造者，是传承和推进传统文化发展的功
臣。物质遗产随着时间的演进可能耗损、丧失，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得以很好地保护传承，就可以
无数次创造出物质文化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要素之一就在于它不
可能脱离掌握和传承的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核心就在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传
承人群的传承活动。传承人群的代表，不应该被
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能唱民歌、会讲故事的人，被
理解为某个手工作坊里的普通工匠，他们是民族
文化传统的承担者，是保护传承非遗的志愿者。

在文化部非遗司公布的关于传承人的管理办
法提到代表性传承人的三项标准。第一，他要有
高超的技艺，第二有广泛影响力和有相当代表性，
第三，要有传承的责任和义务。这三条标准是统
一的，缺一不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没有专门明确的关于传承人的条

文。这是根据中国实践，才有的一个新规定。为
此，我国建立了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录制度。这对
保护工作产生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效应。一位代
表性传承人，掌握高超知识和技能，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及其价值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更有超乎
一般人的对这项遗产的热爱。没有这种热爱，没
有这样的一种深切的理解，仅仅有这样一种手艺，
仅仅将之作为谋生的手段，就不会有传承、保护民
族文化传统的强烈的责任感。他在群众中发挥着
引领的带头作用，他是一种标准和表率。他把传
承非遗作为己任，他有非常高的文化自觉和历史
责任感。

他左手牵连着历史，右手创造着未来，他是文
化发展链条中间的一环。传承人作为一个群体，
在历史上和那些文化巨匠、发明家有同样贡献。
常常听到不同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样说,“我们老祖
宗留下的遗产,不能在我手上断了香火。”他们把
自己所持有的非遗项目,看作是民族文化久远历
史留下的遗产体现在他们身上，自愿为非遗的保
护和传承承担起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当他成为传承保护这一非遗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的时候，他已经自觉地认定他所持有的
非遗项目具体呈现着民族文化之根、民族精神
之魂;他主动承担起这一传统文化事象“守护
神”的光荣职责,他们是继承和延续民族文化传
统的光荣的志愿者。他会通过自己的保护实践,
努力守护非遗项目的本真性,依据项目内在规律
守护、传承和发展这一非遗事象。他会忠实地
信守承诺,完成传承人的各项职责;不会也不应
该为了一己私利,改变和破坏传统文化的健康发
展。代表性传承人有责任积极维护传承项目基
本性质和基本功能的严肃性。代表性传承人有
义务、有责任成为抵制非遗传承活动中种种不
良倾向的守卫者。

某些非遗项目的功能在于增加欢乐和喜庆成
分，在于满足娱乐的正当诉求。但有些严肃的、庄
重的、圣洁的项目被演绎为追求娱乐的手段，使这
些项目庸俗化，有时甚至成为胡闹和恶作剧，这就
是有悖于保护非遗的历史性本质诉求了。广大传
承人群，特别是代表性传承人和有关组织者，应该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切的理解和严肃的敬畏的
保护态度。

从根本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生活
方式，我们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主人，当把我们的生
活方式像“节目”一样表演和推销给旅游者，我们
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服务于满足旅游者，颠
倒了主位和客位，从而也就改变了非遗项目的性
质和功能。

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都有它自身的
诉求，有其基本功能。当片面地追求它本不应该
承担的功利诉求的时候，它的基本功能就会被蚕
食、被逐渐改变。这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在
性质上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正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说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
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
再创造。这是一种遵循自身规律的发展和再创造
过程。

代表性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尊
重的严肃态度，以及坚定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各
个项目的基本性质、基本功能、基本结构、基本形
态及其价值判断，是健康有效的保护传承活动的
切实保证。代表性传承人把个人项目看成是历史
传统和民族文化宝贵财富的这种庄严态度、这种
崇高精神,是高度文化自觉的体现。他们把自己
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看成是民族文化传
统精粹。

在广大民众特别是相关主体保护传承意识不
断增强的今天，应增强非遗名录项目的严肃性和
神圣性，以期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工作，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并为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作出
应有贡献。

非遗传承人：

左手牵着历史，右手创造未来
□ 刘魁立

样式雷家族设计建造的经典建筑，有许多临时性的庆典建筑，“彩棚”就是
这样的一类建筑。彩棚图样包括展示整体效果的彩棚组合点景图和显示微观
细部的单个彩棚设计图。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万寿典景图》展示了万寿点景的
整体效果，从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万寿庆典中的一些细节。

点景是帝、后万寿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彩棚又是万寿点景最重要的临时
建筑。一张光绪时期的《颐和园至西直门路程图》，清晰描绘了万寿庆典路线
在内城之外的各个细节。京师内城道路完好，出行方便。但京师西郊，俗称海
淀，道路泥泞难行。太后出行，凤銮龙辇出西直门，行程不便。为方便慈禧太
后和光绪皇帝出行，光绪年间官方修筑了从西直门高粱桥到颐和园的石子路，
也就是慈禧太后万寿巡游的路线。

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拟在颐和园东宫门至紫禁城西华门沿途道路两
旁搭建万寿点景六十处。每处点景均经过精心设计，不同的点景承担的祝寿
功能也各不相同。各式彩棚在每处点景中均处最为重要的位置，承载了不同
的功用职能。以样式雷图文件《万寿典景图十九号》为例，此处点景设置于万
寿巡游路线途中，包括彩坊牌楼两座、彩亭两座、鼓亭两座、经庙及经棚一座、
配楼及灯廊一座、各式幡旗若干。从这个点景的布置来看，为慈禧太后祝寿诵
经的经棚是主体，配以戏台。彩棚在此处点景承担了为太后歌功颂德及增添
节日气氛的功能。

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巡游点景主要承担礼、乐、颂三方面的功能。首先，万寿
点景中承担礼仪方面的彩棚包括龙棚、龙楼等，主要设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
的重要地方。此类彩棚设御座，慈禧太后在龙棚内休息，各地官员呈上特产，迎
驾叩拜，恭贺万寿。各宫殿前彩棚属于礼仪性临时建筑。第二，承担活跃气氛的
彩棚包括戏台、说书台、音乐楼等。这些彩棚在各处点景均为辅助临时建筑。慈
禧太后巡游多路过不停辇，多为制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而设。第三，承担歌
功颂德功能的彩棚包括经坛、经棚等。此外，还有一些特点功能的彩棚遍布庆
典各处。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颐和园仁寿殿外支搭的寿宴彩棚，专门用于慈
禧太后宴请皇亲国戚、高官重臣、外国使节等人员使用。

从样式雷图档可以看出，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活动拟按旧有规矩举行万寿
巡游。但从档案资料和现有文献来看，巡游点景布设并未实现。慈禧六旬万
寿庆典期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海战战败，国库亏空，巡游点景大都停办，仅
在北长街搭设部分点景。然而，即使只搭建部分点景，仍耗资巨大。歌舞升平
的万寿庆典与黄海上“定远号”的沉没形成鲜明对比。

舞剧《雪域天路》是首部描绘青藏铁路建设者
的民族舞剧，其制作班底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

人们称青藏铁路为天路，飘在云端，而理想却
并非只在云端，是十万人的脚踏实地勘探建设，才
终于成就其气势磅礴。几代人的芳华洒在高原，
融入冻土。中国铁路文工团以三代人承前继后把
青春奉献给青藏铁路为主线，将时代的建设者和
他们的精神浓缩为一台一个半小时的舞剧。

舞剧取材于青藏铁路工程中的真人真事，在
经过艺术加工后凝练为一家三代人的故事。舞剧

中的“爷爷”是建设早期技术勘探员的代表，而“儿
子”则是建设中期的科研工作者化身，“我”则是在
青藏铁路建成后一名铁路线上的运营者，三代人
在各自的经历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在表演
过程中，通过对多种艺术形式的精心编排，融入西
藏原生态的艺术元素，层次清晰，主题鲜明，既华
美又朴实，既辉煌又动人。那种超越了时代、跨越
了地域的自我奉献，则是一股贯穿始终的清流。

导演王铎说：“我希望舞剧能够展现出新时期
的民族精神和挑战极限”，这一切既是为了纪念，

也是为了感召。青春是热血无悔，是在最孤绝的
境地里的坚定信念，共同燃烧，彼此照亮。

舞剧没有对白，仅仅依靠演员的身体语言来传
递情感。但舞剧的优势或者说是舞蹈能够“运动身
体”，用肢体表演来表达情感的调动、感知以及思考。

这部舞剧追求的美学并非“形似”或“神似”，而
是真实。“真实”不仅仅指的是《雪域天路》取材自真
实故事，主创团队更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
作，亲赴青藏铁路沿线慰问演出和体验生活。只有
当演员曾亲自站在那片土地上体验过高寒、风雪，
才能以独到而切肤的体会，用舞蹈语言诠释“寒
冷”，这已经超越了“表演”层面，而是发自内心。舞
剧《雪域天路》是一幅青藏铁路人的精神肖像。

作为我国文化行业龙头企业，保利文化近年来结合国内优秀传统文化
及制作工艺，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道路，打造出一批符合中国当代艺术特
色的文创产品。保利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迎春说，这几年文创产业发
展迅速，诞生了一大批公众熟悉的文创产品。但整个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
段，未来文创产业必须向着精品化方向发展。

“中国拥有世界上一流的加工技术，缺乏的就是好的创意和想法。”蒋
迎春感叹道，保利文化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聚集
起来，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与兴趣，打造出一些符合时代特色又能传递中
国传统文化、讲出中国故事的文创产精品。

保利文化正在积极打造一个“文创产业生态圈”，涵盖IP研发、IP保护、
IP输出、IP转化、产品营销五大链条。

在研发环节，保利文化发挥现有资源优势，集合国内外艺术家及艺术机
构等开展邀约设计、有针对性的设计,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设计征集，同时
以代理或收购等形式，掌控一定数量的IP资源。IP保护也同样重要，保利文
化通过保利国家艺术品版权贸易基地，依法对相关版权予以登记保护，与相
关律师事务所合作，依托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知识产权法院，聘请专业律师
开展维权。

青年艺术家和创意者是我国文创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保利文化
在第十三届义乌文交会上举办了第三届“学院之星”当代艺术展，旨在推广
和促进美好新生活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培养具有新时代文化
基因的优秀艺术家。通过学术平台搭建与艺术品市场的专业化推广，将艺
术文化特质和时代审美需求特性相结合，推动一批具有未来文化影响力的
中国艺术家走向国际交流舞台。

“文化创意产业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着力点，具有空前强劲的活力和巨大经济潜力。”蒋迎春说。

我国文创产业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蒋迎春认为，当前，中国
已成为世界工厂，在小商品生产领域具有基础设施水平高、产业基础好等多
方面优势，同时也具备科技含量低、内部竞争激烈、创意水平差等鲜明特
点。在此时发展文创产业，恰逢其时，文创产业既能拉动创新，发挥既有优
势，也能有效补足短板，进一步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今年4月底，保利文化在义乌市成立了保利文创产业协作中心，将保利
国家艺术品版权贸易基地、故宫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带进义乌。

据文创中心负责人陈蔚介绍，中心特邀 8家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
博物馆，3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培育对象以及文创水平有突出成
就的33家博物馆文创产品入驻，并汇聚海内外设计机构和景德镇、宜兴、苏
州文创产区和义乌本地生产商的数千件产品。

除了博物馆以外，保利文化还邀请了众多文创企业入驻中心，通过汇集
文创产品整合生产厂家于保利文创义乌协作中心，利用区块链思维管理模
式，为国内外著名博物馆提供设计，生产具有文化创意的产品。

“义乌中心是保利文创生态圈中重要落地项目，起到对接设计、制造资
源，提升产品供给效率的作用。目前义乌中心已整合多地制造资源对接，可
以提供包括景德镇陶瓷、宜兴紫砂、苏州非遗等数十个品类的制造需求。”蒋
迎春说，保利文化在义乌建立这样一个交易平台，将充分发挥义乌完整的小
商品生产的产业链和发达的物流体系，把海内外艺术家的资源、创造力和市
场的需求进行碰撞，形成火花，提高小商品的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

蒋迎春表示，未来，保利文创将以艺术品及艺术设计版权注册与保护为基
础，以线上、线下文创产品营销平台为出发点，构建面向全国的文博系统、艺术
院校、设计师工作室等机构及相关厂商的文创产品全产业链，再延伸至文化旅
游、文化演出、文化娱乐等领域，最终构建起保利文创产业的运营体系，形成新
的利润增长点，通过与保利文化现有业务的融合发展，形成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的效应。

保利文化：

营造文创产业生态圈
□ 常 理

样式雷图档《万寿典景图》
□ 任昳霏

青 春 要 彼 此 照 亮
——舞剧《雪域天路》

□ 敖 蓉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但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不聋，却对声
响充耳不闻；他们不盲，却对周围的人或物视而不见；他们不哑，却时常缄默
不语。他们像夜空独自闪烁的星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群“星星的孩子”就是孤独症儿童，他们看起来和平常的儿童无异，但
内心紧缩的大门让外界的阳光难以进入。与平常儿童相比，他们需要这个
世界更多的关爱。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主要发生于儿童早期。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提
供的数据显示，我国0岁至14岁孤独症儿童的数量可能超过200万。这一
病症的成因，国际学界也无法确定。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早发现病症并及
时进行康复训练。早发现、早干预是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最重要的基本策
略。但是，面向孤独症群体的社会保障能力还有些不足。

来自贵州的钟女士就曾遭遇这样的苦恼。孩子小虎（化名）到了两岁半，
总有些异样，不与人对视眼神，别人喊他也经常不答应，喜欢自己玩自己的。
当地医院诊断后，确诊为具有孤独症倾向和发育迟缓。突遭打击的钟女士开
始一边疯狂恶补知识，一边寻找靠谱的康复机构，如果在当地妇幼保健院康
复的话需要排队一年左右。在听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
方）康复基地要在海南举行义诊活动的消息后，不甘心的钟女士决定带着小
虎再试一试。来到基地三周后，小虎在认知和主观表达方面提高很快。

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南省残疾人基
金会、海口市政府、海口市残联多方积极探索，采用“公建民营”方式成立的一家
专业性强、设备较为齐全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基地。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基地采用融入式教学理念，将整个基地
打造成了一个微缩的小社会。户外的情景小镇里有书店、餐厅、超市等小型
建筑，马路上也画上了斑马线、停车位等交通标识，未来还将陆续建设报警
亭、银行等，通过情景式训练让孤独症患儿接触社会，学习日常生活技能。
康复基地还设有马术训练场，除了开展音乐、绘画等常规训练课程外，还开
设了马术训练等填补国内空白的康复训练课程。根据基地目前康复楼的规
划、房间数的设定，最多可同时接收孤独症儿童200名。

针对孤独症群体中家庭困难的孤独症儿童，基地给予相应的训练补助，
此外还将承担全国特别是国家指定的西部12省14个连片贫困地区的孤独
症儿童救助项目。

当然，一所基地的建立，还不能满足我国孤独症儿童家庭的康复需求。有
更多的创新模式涌现出来，社会就多一分希望。“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孤
独症的孩子更需要关注和爱护，让他们的点点光芒也融入浩瀚的中国梦之中。

让“星星的孩子”不孤独
□ 徐 胥

物质遗产随着时间的演进可能耗损、丧失，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得以很好地保

护传承，就可以无数次创造出物质文化来。

十万人脚踏实地，成就青藏铁路的气势磅礴。这部舞剧是一幅青藏铁路人的精神肖像

文创产业既能拉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又能发挥既有

的小商品生产优势，也能有效补足短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孤独症孩子更需要关爱

《万寿典景图》（资料图片）

《万寿典景图》中的鼓亭和灯廊。（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