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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除了待在家里，
或是报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培训班、
补习班，青少年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度过
方式呢？答案当然是“有”。比如，拥抱

“文化”。
视拥抱“文化”为更好的度假方式，原

因在于暑假是高强度学习之间的放松期，也
是攀登更高峰之前的缓冲期。沉浸在暑假中
的青少年们应该是愉快的，体验“文化”、形
成最好的“回味”又是件愉快的事情，两者
一拍即合。至于如何体验，你可以“泡”在
图书馆或实体书店，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
也可以“逛”在博物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关于生活和美的“发现之旅”。总之，不管你
几岁，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你喜欢的方式。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文化滋养，文
化滋养需要渠道，利用暑假的良好契机开展
文化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全程参与、
亲身体验、个性表达，遵循这样的轨迹，青
少年们在拥抱“文化”的过程中认知世界，
激发精神力量，建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久而久之形成良好习惯，传承民族涵养
与文化气韵，于国家来说，也是产生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人们总觉得，当下有些青少年对传统文
化是不容易接受的。其实，汇聚中华民族数
千年精髓的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和吸引力，只是缺乏了恰当的时机和得宜的
方式，才没有形成预期的好效果，也让青少
年们的“文化暑假”似乎成了道很难破解的
题目。好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创新方式的重
要性，也动足了脑筋付诸行动。从图书馆的
争当小小图书管理员、少儿阅读实践，到实
体书店的经典诵读、绘本故事会、绘画摄影
比赛，再到博物馆的科普讲座、手工体验、
主题夏令营，这些场所纷纷开启的“暑期模
式”，都在靠实力“圈粉”，打造着自己的
品牌。

如今，利用新媒体的实时性和互动性，
将活动与服务延伸到每个人的“手中”，是科
技创新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
例，给人以深刻启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
共文化机构也不妨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通
过搭建统一服务和管理平台，畅通“最后一
公里”，有效地把各类展览等送到有需要的青
少年身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文
化”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当然，如何让青少年过个“文化暑假”，
不仅仅是这些公共文化机构要想的事情，也
是家庭的责任、社区的责任。好在，很多家
长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再盯着各类暑
期辅导班不放，而是尽可能地利用多种方式
让孩子有文化收获；好在，社区也通过开展
活动积累经验，修复着早期存在的活动缺乏
持续力等问题，不断走向专业化的管理和完
善化的制度设计，为青少年拥抱“文化”营
造了浓厚的氛围。

所以，暑假该有“文化范儿”，也可以
“文化”得很愉快。作为青少年的你们，有没
有做好准备，在紧张的期末考试之后，来赴
这场“文化”之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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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让文化遗产走到百姓身边
青少年在拥抱“文化”

的过程中认知世界，激发

精神力量，建构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于国家来

说，也是产生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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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这些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热
词，每一项称得上文化遗产的，都经历了岁
月沧桑，饱含着历史风雨，凝结着情感和知
识因子。文化遗产只有走到百姓身边，才
能重新“活”起来；百姓只有感知文化遗产
的信息，才能体会岁月积淀的魅力。6月9
日，我国迎来了又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这一天，文化文物部门推出各种活动，
让人们感知文化遗产的魅力，让文化遗产
走到百姓身边。国家文物部门介绍,全国
共有包括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
像展在内的 3700 多项活动同步展开。在
文博宣传展示板块，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
推出了400多项体验传承活动。通过这些
可参与性强的活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不
仅是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人的节日，也成
为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走近文化遗产、感
知其无穷魅力的盛会。

美好就在身边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活动的主
题为“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围绕这一主
题，天津市举办了全国非遗曲艺周活动，作
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非遗主场活动。天
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副局长徐恒秋介绍，
目前全国共有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127
个大项。此次非遗曲艺周活动，127个大项

全部参加，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历史上首次
实现了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的集中会
演。天津市还组织了非遗曲艺小分队，分
两批赴全市16个区的社区、农村、企业、校
园、军营、公共场所等开展百场演出讲座活
动，推动曲艺进基层，让百姓近距离感受非
遗的独特魅力。

丰富多彩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全国
各地陆续展开。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举办

“锦绣中华——非遗服饰秀”活动；国家图
书馆举办“非遗讲座月”活动；中国昆剧古
琴研究会开展了“把遗产交给未来·良辰美
景 2018 非遗演出季”活动。据不完全统
计，今年各地组织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达
到3700多项，远超去年的活动规模。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
长王晨阳认为，今年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一
大亮点是，活动地点更加多样。既有文化馆、
博物馆、美术馆这些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
还有中心广场、商场大堂、学校、工厂、军营
和社区等。“原来我们提倡‘非遗进社区’。随
着非遗保护理念逐渐深化，现在提倡‘非遗
在社区’，因为非遗就在我们身边。”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精彩的文博
宣传活动也在中华大地展开。作为文博板
块的主场城市，广州在南海神庙举行“波罗
诞”千年庙会民俗表演，举办“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 保护 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第
十届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丹青

记忆 守望家园——中国文化遗产美术
展”等丰富活动。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陆琼表
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需要公众共同参
与。为此，他们今年特别策划了一些传承
和体验活动，让世界文化遗产地、考古遗址
公园、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等文博场所，
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免费门票、公
益讲解等惠民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扩
大文物资源共享。

传承非遗活力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文化和旅
游部确定并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
1082人。从2006年我国开始实施非遗代
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以来，
我国已有3068人获得认定。

除了逐步建立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保护制度外，这些年，我国以保护传承
的实践、能力、环境为着力点，不断提升非
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水平。对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抢救性保
护，启动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
程。目前已对839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孕育发展的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设立了 21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各省区市共设立了146个省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努力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
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建设目标。

这其中，让传统工艺等非遗走进当代
百姓的生活，被实践证明是增强非遗传承
活力的关键之举。“非遗不应在‘深山老
林’里不为人知，没有生命力谁还愿意去
传承？”山西灌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 CEO 黎贯宇对此感受深刻。在充分
研究新疆哈密刺绣的特点、保护和传承现
状基础上，灌木推出了融入哈密刺绣的笔
记本、头戴式耳机、抱枕等一系列衍生产
品，在市场上大获好评，甚至还作为礼品
走出国门。

一方面，一批像灌木一样具有较强设
计能力的企业、高校和行业组织在新疆哈
密、青海果洛、贵州雷山等传统工艺集中地
区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通过引入设计、研
究等专业力量，帮助当地提高传统工艺产
品的设计和制作水平，培养人才队伍，推动
形成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产品和品牌。
另一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与教育部还启动
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通过在高校学习专业知识，开展技艺研习
和跨界交流，非遗传承人群开拓了眼界，了
解到社会需求变化，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不少地方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
水平和整体品质显著提高，产品门类品种
和功能用途更加贴近当代审美和生活需
求，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大众消费市场。这
不仅帮助传承人提高了收入水平，也让更
多的普通人爱上了非遗产品。

传播文化内涵

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珍贵物质文化遗
产。这些年，我国不遗余力地加大着对它
们的保护力度：在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方面，实施了平安故宫等一大批重点工程
项目；在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用五年
时间，累计完成可移动文物修复和博物馆
藏品预防性保护项目1000余项，修复文物
4万余件；在提升考古发掘保护能力方面，
2013 年以来共实施考古发掘保护项目
3000余个，取得重大发现。

如何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这些中华文
化的瑰宝，通过它们感受中华文化的价值
与魅力，从而更好地保护它们？近来，《我
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
话》等一批电视节目走红，受到了大批观
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追捧。这些节目着重
讲述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和曲折
经历，在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带
人领略中华文化内涵，展示我国在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博物馆等在这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据统计，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展
览多达3万余个，开展约11万次专题教育
活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和文化馆

（站）等策划推出了一批精品展览展示活
动，开发了一批优秀文化创意产品，许多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已成为地方旅游
业发展的重要品牌和依托。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文物的宝
库，又是展示、宣传的一个殿堂，博物馆
如何做好这份工作？”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
林认为，首先要加强对馆藏文物内涵的挖
掘和阐释，找到更多的文物自身价值，挖
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在展示方式上也需要
改进，与现代科技结合，传播更多的信
息。“还需要加大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力
度，把文物元素融合到产品当中，让观众
通过产品消费认识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

☞ 文化遗产只有走到百姓身边，才能重新“活”起来；百姓只有感知文化遗产的信息，

才能体会岁月积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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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无骨花灯发源于浙江

省仙居县皤滩，又称为“唐灯”。

它的技艺十分独特，整个花灯不

用一根骨架，只以大小不等、形

状各异的纸张粘贴接合，再盖上

全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纹图案

的纸片，经13道精细工序制作

而成。造型的千变万化和图案

的丰富多彩，形成繁多的花灯品

种。针刺无骨花灯造型方法在

中国花灯中独树一帜，素有“中

华第一灯”之美誉，在2006年被

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翟天雪图/文

近年来，位于江西鹰潭龙虎山的华泉文化

艺术小村着力打造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

体的文化艺术旅游项目。为迎接“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华泉文化艺术小村邀请附近学校师

生，走进“中华文化精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新华社记者 潘思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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