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 每 段 历 史 尘 埃 落 定

时，唯有文化留存下来，它是

一 个 民 族 得 以 延 续 的 基 因，

是人类证明自己来源与发展

的活化石。

目前，全国“申遗热”有增

无减。有条件的在

加紧申报；没有条

件 的 ，在 创 造 条

件。但一些地方也

存在着重申报轻保

护的问题。

文化是人类的

第一财富，但消费

时代令文化遗产保

护面临挑战。在一

些地区，一方面积

极申报非遗保护项

目，另一方面又在

“拆土楼、改洋楼”，

许多古老的文化遗

产，无论是物质的

还是非物质的，连

同 它 们 的 文 化 根

基 ，面 临 着 破 坏 。

大量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密切相关的民

间文物，在利益驱

动下在迅速流失。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特

别强调了保护、传

承 、展 示 的 作 用 。

湖南在探索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

经验，如隆回县通过培训更多

的传承人，有效地保护了滩头

年画，就是一例。

滩头年画在湖南省隆回

县。滩头年画的招牌作品有

两种，一种是《老鼠娶亲》，曾

是 鲁 迅 先 生 心 爱 的 藏 品；另

一 种 是 各 类 门 神，门 神 一 双

大而黑、圆而活的眼睛，神采

照人。

已列入中国木版年画抢

救的滩头年画，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掌

门师傅”钟海仙老

人辞世后，仅剩他

的老伴高腊梅在坚

持。当地政府担心

钟氏年画一脉由此

中断，遂与钟海仙

大儿子钟石棉所在

企业商议，让他提

前退休，回到家中

继承技艺，使滩头

年画艺术的香火得

以延续。钟石棉还

有个弟弟在县检察

院做检察官，也被

政 府 安 排 回 家 承

艺，原单位的公职

和薪水保持不变，

滩头年画从此有了

两兄弟共同传承的

“双保险”。对此，

隆回县委书记钟义

凡说，“非遗是一种

活态的生命，必须

有传人。”

非遗项目后继

乏人，绝不只是传

承人个体的悲剧，

而是民族之殇。在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

中，我们应抓好非遗的保护工

作，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要求的“保护、传承、展示”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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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风湘韵》——湖南民间乐

舞专场演出代表团 100 余人结束

了 在 台 湾 为 期 半 个 月 的 演 出 交

流，圆满完成第二届“守望精神家

园——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

的展演任务，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回到长沙。据了解，此次湖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赴台展览展演

是全国首次由单个省份组织的两

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也是两

岸开放交流 20 多年来赴台规模较

大、持续时间较长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交流活动。

近年来，湖南省紧紧围绕“抢

救、传承、保护”这条主线，突出湖

湘特色，创新保护机制，全力推进

非遗工作。2011 年 12 月 22 日，在

湖南省邵阳市召开的湖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指出，

从 2012 年起，湖南省的非遗保护

工作将重点转向微观、长效的方

式方法和制度机制的建设上，强

化依法行政、依法保护的观念，在

实际工作中正确履行法律所赋予

的权利和义务。

建立非遗保护体系

目前，湖南省已有国家级非

遗保护名录项目99个，省级非遗保

护名录项目 220 个，已公布市级名

录项目 531 项、县级名录 2675 项，

基本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实现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保护。

邵阳市隆回滩头年画是湖南

省唯一的手工木板水印年画，也

是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随着工

业现代化进程对农耕文明的强烈

冲击，滩头年画市场急剧萎缩，年

画 作 坊 入 不 敷 出 ，艺 人 纷 纷 改

行。到 2006 年，滩头年画仅存两

家作坊，在技艺最为精湛的高腊

梅年画作坊，两位传承人钟海仙、

高腊梅夫妇已是古稀老人，4 个子

女无一人子承父业。为解决技艺

接班问题，隆回县政府出面请他

们在县检察院和县自来水公司工

作的两个儿子放弃工作回家学习

年画技艺，但保留他们的工资待

遇。如今，两兄弟的年画制作技

艺 日 臻 成 熟 ，年 画 作 坊 得 以 延

续。“我今年先后招了 18 个徒弟，

他们聪明努力，我很欣慰。”高腊

梅告诉记者。

2005 年以来，湖南省先后出

台 了《非 遗 代 表 作 申 报 评 定 办

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

定与管理办法》和《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资助暂行办法》，这些管

理办法规范了传承人的保护与管

理，进一步保障了传承人的合法

权益，极大地提高了传承人保护、

传承非遗项目的积极性。目前，

湖南省共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55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57 人。

生态保护 活态传承

近年来，湖南省积极推进非

遗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湖南已建

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 1

个，非遗专题博物馆 16 个，民俗博

物馆 9 个，传习所展示中心 49 个，

传承基地 44 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要

放 在 博 物 馆 ，更 应 该 融 入 生 活

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传承

人 开 展 传 承 活 动 创 造 了 必 要 条

件。”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

委员会委员孙文辉说。

2010 年 5 月，湖南省首个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

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在 湘 西 州 成 立。

与此同时，怀化市正在规划建立

以通道县为中心，包含相邻的广

西、贵州两省部分市县在内的“湘

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张家界市也正在积极编制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

划纲要》，争取尽早列入“武陵山

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

部分市州还建立了以村镇或

县市为单位的小型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邵阳市隆回县建立了民

族文化生态保护村，将花瑶挑花、

花瑶呜哇山歌及花瑶服饰、花瑶婚

俗等加以整体保护和传承；衡阳市

衡山县以“福田皮影艺术之乡”为

依托，建立了白云岭村等衡山影子

戏文化生态保护村，并对 24 个影

子戏班的 48 名老艺人实行保护。

系列展演彰显魅力

“这次台湾展演太成功了，每

一个演员都激情高昂，每一场表

演观众都掌声不断。成功的主要

原因是展演表现了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精髓。”“守望精神家

园——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

展演的总导演、湖南省群艺馆副

馆长向美华说。

2006 年以来，湖南省文化厅

举办了“全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博览会”“湖南省十大民族民间文

化遗产”评选活动以及“湖南首届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等一系列

颇具影响的活动，并先后组织参

加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故

事”文 化 展 示 活 动、2009 年 澳 门

“湖南春节习俗展”、第二和第三

届成都国际非遗节、深圳文博会

等 30 余个全国性大型非遗展览展

示活动。

近年来，湖南省各级政府和

文化部门还充分利用春节、元宵

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以

及各种品牌节会，组织举办了大量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演、论

坛、讲座等宣传展示活动，并利用

各种媒体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进 行了全面、深入的报

道，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概

念，在全省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此外，湖南省充分发挥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大力推进

生 产 性 保 护 基 地 建 设 ，通 过 生

产、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

产品，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湖

南省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非
遗
，
重
在
留
根

鲁

田

本版责编 孙海宁 E-mail:zgwhbhunan@163.com 电话：0731-84899989

保护 传承 展示：湖南谱写非遗“三部曲”
本报驻湖南记者 李 洁 通讯员 刘树忠

湖湘文化新气象

湖南省博物馆：一切为了观众
本报驻湖南记者 黎 鑫

2011 年 12 月 28 日，由湖南省

博物馆、西藏文物局、民族文化宫

联合举办的“佛光里的神秘西藏”

大型展览，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

展出。130 余件（套）反映藏族人

民生产生活、文化艺术水平和精

神信仰的珍贵文物在颇具神秘色

彩与藏族风情的展厅内呈现。为

了让观众真正看懂展览、了解藏

族文化，湖南省博物馆精心布置

与文物契合的展厅，培训熟悉藏

族文化的讲解员，开展丰富的展

览主题活动与讲座，使观众充分

感受到了藏族文化的魅力。

自 2008 年 3 月湖南省博物馆

免费开放以来，为满足观众的文

化需求，湖南省博物馆以将服务

延伸到排队领票的最后一位观众

为宗旨，积极研究和推出一系列

服务于民的文化服务，观众在享

受服务之余，更享受了文化生活。

立足自身
筹办文化大餐

湖南省博物馆筹建于 1951

年，1956 年正式开馆，是国家一级

博物馆，也是中央和地方共建的 8

个 国 家 级 重 点 博 物 馆 之 一 。 目

前，馆内珍藏文物 18 万件，其中，

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历代

陶瓷、商周青铜器等最为珍贵。

为全面展示湖湘文化和馆藏

资源，湖南省博物馆除常设“马王

堆汉墓”“湖南名窑陶瓷”“湖南省

商周青铜器”“湖南十大考古新发

现”“馆藏明清绘画”等陈列外，还

经常不定期地举办馆藏文物和国

内外优秀作品展，大量没有陈列

在展厅的“压箱底”宝物和省外优

秀文物，为观众献上了精美的文

化大餐。2011 年，湖南省博物馆

举办的“ 湘、黔、桂苗族银饰展”

“馆藏古琴展”以及“佛光里的神

秘西藏”特展等，极大满足了观众

的文化需求。

“古琴展，让我们感受到了中

国琴文化的源远流长。”湖南师范

大学的刘同学，观看完 2011 年 8

月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的馆藏古琴

特展之后说。此次展览，共精选

了湖南省博物馆馆藏古琴 30 张，

其中的独幽琴和飞泉琴更是赢得

了观众的厚爱。

同时，湖南省博物馆还积极

与电视媒体合作，将馆内一些珍

贵宝贝搬上荧屏，推出博物馆教

育专题节目。其中，《博物馆翻箱

底》等电视栏目，引起社会的高度

关注。湖南省博物馆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博物馆与电视栏目的合

作为观众更全面了解和认识文物

提供了平台。

文博下乡
将博物馆送到田间地头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人民

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共享文化发

展成果，湖南省博物馆多次参与

“送文博展览下乡”活动。

2008 年，湖南省“送文博展览

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株洲市石

峰区举行。活动开展了“马王堆

汉墓基本陈列”流动展览、标本展

示 及 乡 村 鉴 定 、免 费 赠 票 等 活

动。由湖南省博物馆、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

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文博展览下

乡”服务分队，当天接待群众咨询

100 多人次，讲解 20 批次。活动还

为广大群众发放了当时在湖南省

博物馆热展的“走进皇家——大

清 宫 廷 珍 宝 展 览 ”免 费 参 观 券

5000 余张。

“送文博下乡和流动博物馆

等特色项目建设，对于博物馆教

育向基层、农村和社区拓展具有

重要意义。”湖南省博物馆党委副

书记游振群说。通过“移动博物

馆”的方式送文博展览下乡，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让人民群众共享

文博发展成果，是新形势下文化

遗 产 保 护 和 宣 传 形 式 手 段 的 创

新，也是湖南省博物馆树形象、谋

发展、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新举措。

目前，湖南省博物馆正在努

力将“送文博展览下乡”活动定期

化、常规化。同时，为了让边远偏

僻的乡村学生享受博物馆的文化

服务，湖南省博物馆也在研究和

开 发 针 对 中 小 学 生 学 科 教 育 的

“流动博物馆”项目。

提升改造
打造湖南“都市会客厅”

近年来，为了给观众提供舒

适、合理、周到的服务，实现博物

馆社会公众服务无盲点的目标，

湖南省博物馆从观众的需求和感

受出发，积极改善参观环境，制定

便民措施，参观人次成倍增长。

此外，湖南省博物馆开通了

电话和网上预约系统；为行程安

排与参观时间相冲突的观众改签

参观时段；外地游客凭当天返程

机（车）票领取机动参观券等，为

参观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11 年 7 月 5 日，投资 8.5 亿

元 的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改 扩 建 工 程

正式破土动工，该工程预计 2013

年 完 成 。 建 成 后 的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将 成 为 湖 南 省 具 有 国 际 品 质

的 城 市 中 央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区 和

新 的 文 化 地 标 。 改 扩 建 完 成 后

的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馆 舍 规 模 将 达

7.8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比现在增

加 1 至 2 倍，藏品保管保护、陈列

展 览 和 观 众 教 育 服 务 设 施 条 件

将 得 到 根 本 性 改 善 。 年 观 众 接

待量将由现在的 140 万人次增加

到 250 万 至 300 万 人 次 。 同 时 ，

新 馆 将 集 收 藏 保 管、陈 列 展 示、

科 学 研 究、技 术 保 护、教 育 咨 询

等 功 能 于 一 体，兼 顾 图 书 资 料、

影 视 放 映、购 物 餐 饮、休 闲 旅 游

等服务功能。

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认

为，在国外，很多政要会晤客人都

选择在博物馆，因为这里历史与

文化底蕴积淀深厚。他表示，改

扩建后的湖南省博物馆应当成为

长沙乃至湖南的“城市会客厅”。

湘水余波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李洁）

2011 年 12 月 28 日，《大湘西生态

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终期评审会在长沙举行，专家一

致同意并通过规划评审。根据规

划，2011 年—2020 年，湖南将投资

2000 亿元把大湘西打造成国际知

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包括

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怀化、邵阳、常德及永州市的江永

县和江华瑶族自治县。国土面积

96444 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

的 45.5%。

《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未来 10

年大湘西旅游业的发展目标，确

定了“品牌化、国际化、一体化、精

品化”的战略思路，提出了“神秘

大湘西”国际旅游品牌，明确了要

将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成

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实验区、

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与区域生态多

样性保护示范区、中国中西部生

态安全屏障。

规 划 还 提 出 ，未 来 10 年 投

资 2000 亿 元 ，将 大 湘 西 建 设 成

为全国重要的 旅 游 经 济 强 区 和

在 全 国 有 较 强 竞 争 力 、在 国 际

有较大影响力的生态文化旅游

目 的 地 ，成 为 湖 南 省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的 标 杆 和 新 的 增 长 极 ，大

力 推动湖南省“ 旅游强省”目标

的实现。

本报讯 （驻 湖 南 记 者 张

玲） 2011 年湖南省会各民族联谊

联欢活动暨长沙市民族联谊会成

立 20 周年庆典 2011 年 12 月 26 日

在长沙市湖南大剧院举行。湖南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出

席活动并讲话。

湖南省直和长沙市直有关单

位的领导、老同志，省会各民族

联谊联欢活动组委会和长沙市

民族联谊会成员以及各民族同

胞共 1500 多人参加了活动。长

沙市民族联谊会会长王学军在

庆典上汇报了 20 年来长沙的民

族联谊工作。

活 动 举 办 了 精 彩 的 文 艺 演

出。男女声独唱、大合唱以及大

型歌舞表演赢得了台下阵阵掌

声 ，充 满 浓 郁 民 族 特 色 的 土 家

族、苗族、瑶族、彝族等民族舞蹈

表 演 受 到 了 少 数 民 族同胞的热

烈欢迎。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通讯员黄蕴 徐文）2011 年 12 月

26 日，湖南省妇联在第十一届四

次执委（扩大）会议表彰了湖南省

第八届五好文明家庭和第二届

书香家庭。湖南省委副书记梅

克保、省委副秘书长龚文密、省

妇联主席肖百灵等为获奖家庭

代表颁奖。

长沙县北山镇常林庄家庭等

80 户五好文明家庭、省出版投资

控股集团曾主陶家庭等 20 户 书

香家庭以及长沙市五好文明家

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等 20 个五

好文明家庭先进协调组织受到

表彰。其中，省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 曾 主 陶等 10 户全省十佳书香

家庭被推荐为省“三湘读书月”活

动书香家庭。

近年来，湖南省五好文明家

庭创建和“全民阅读进家庭”活动

开展得有声有色，涌现了一大批

五好文明家庭和书香家庭。2011

年，湖南省共评选、表彰县级以上

五好文明家庭 2 万多户、书香家庭

800 多户。

湖南省妇联表彰五好文明家庭和书香家庭

湖南举办民族联谊联欢活动

2000亿元打造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2011 年 12 月 24 日，邵阳市隆回县西北部虎形山瑶族乡的妇女正在

绣制花瑶挑花。 贺建新 摄

动态新闻

2011 年 12 月 28 日，由长沙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文明长沙 幸福星城——2012 新年交响音乐会”在长沙

人民会堂举行。整台交响乐晚会气势恢宏、高雅和谐，体现了长沙市民热爱生活、崇尚文明、追求卓越的良

好精神风貌。图为当晚的演出现场。 徐 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