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非遗馆有什么新的活动？”“周

末想和家人去非遗工坊看看，能告诉我

你们那里的具体位置吗？”最近一年，在

江苏省南通市非遗保护中心工作的张

慧君常常会接到一些市民或游客打来

的电话，询问南通非遗工坊和非遗展示

馆的信息。在南通，这两处非遗保护基

地已然成为常态化宣传和展示当地珍

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深厚人文底蕴的

重要窗口。

近年来，南通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

门十分重视非遗保护工作，不断寻找散

落民间的璀璨珠玑，挖掘存留在乡野的

无价之宝，多措并举地保护和开发这些

珍贵的文化资源，并形成了上下联动、科

学保护的立体格局，积累了许多值得推

广的经验。

非遗融入城市重大活动

南通探索将非遗展示与保护的相关

活动融入到全市的重大活动中，显著提

升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影响力。今年 5

月，南通市新一届政府举办了“2013 中

国南通江海国际博览会”，博览会全面展

示了南通近年来城市和经济发展的成

就。在获得博览会的举办信息后，南通

市文广新局主动申请承办全省第八届非

遗日活动——江苏省非遗技艺大展，并

申报博览会组委会将此活动纳入大会的

子活动。申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全力支

持，博览会组委会开辟了专门展区，让全

省的非遗瑰宝有机会在博览会期间进行

现场展示。

在非遗技艺大展上，101 项传统技

艺、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集体亮相，百余

位非遗传承人现场的生动展示，不仅吸

引了大量当地群众参观，同时也受到了

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100 名中外

来宾的好评。江苏省文化厅非遗处处

长冯锦文说：“参观者在好看、好玩、好

吃的交流活动中，了解了江苏丰富的非

遗资源，对于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

度、推进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具有重要

作用。”

旅游胜地展非遗

“非遗保护的重点之一是提高民众

的非遗保护意识，这要求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可再养在深闺，而应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熟悉这些项目，有效的方式之一就

是建设一个内容丰富、常态化的非遗

展示展览场所。”南通市非遗保护中

心主任曹锦扬说。

馆坊相应，动静相宜。2011 年，

在南通狼山风景区民博园东区内，南

通市非遗保护中心与当地文化公司

合 作 建 设 了 南 通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馆。该馆总面积 987 平方米，馆内运

用实物、史料、图片及多媒体展示等

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

南通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和保护工作

成果。

2012 年 6 月 9 日，在全国第七个

“文化遗产日”这一天，坐落于狼山风

景区江海民博园西区的南通非遗工

坊正式开门迎客。工坊拥有 14 幢古

色 古 香 的 民 居 式 建 筑 ，建 筑 面 积 约

4300 平 方 米 ，现 已 有 梅 庵 派 古 琴 艺

术、南通蓝印花布等 18 个国家、省、市

级非遗项目和优秀民间艺术项目入

驻。通过传承人现场演示，市民和游

客可全面了解南通非遗的历史和一

些保护项目的制作工艺；通过参与互

动，游客可以实地体验其制作手法，

感受非遗的魅力。现在，“月月有活

动，天天看非遗”是南通非遗工坊的

宣传语，每天到此参观的游客络绎不

绝。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达 10 多万

人次，非遗工坊已经成为南通永不落

幕的非遗博览会。

社会参与和保护研究并举

说到南通的非遗保护，不能不提

的 还 有 文 化 志 愿 者 的 支 持 和 参 与 。

近年来，南通市建立起一支以在校大

学生 为 主 体 、社 会 人 士 共 同 参 与 的

非遗保护志愿者队伍。自 2009 年开

始 ，近 百 名 志 愿 者 参 与 到 非 遗 保 护

的社会宣传、项目调查、抢救保护、

资 料 收 集 等 工 作 中 ，成 为 南 通 非 遗

保 护 的 特 色 模 式 之 一 。 目 前 ，南 通

共有非遗保护志愿者近 500 名。“非

遗 志 愿 者 的 加 盟 ，不 仅 壮 大 了 南 通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的 队 伍 ，创 新 了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的 管 理 模 式 ，同 时 还 扩 大

了非遗保护的网络体系化和社会参

与面。”曹锦扬说。

今年 8 月 26 日，南通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南通构

建非遗展示、传习、研究立体保护格

局 的 又 一 举 措 。 据 悉 ，该 研 究 会 于

2011 年 开 始 酝 酿 组 建 ，由 从 事 非 遗

保 护 的 工 作 者 、长 期 从 事 非 遗 研 究

的专家学者以及非遗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组成。“研究会将立足于工作

中急需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扎实

有效地开展调研、推介等工作，以求

对非遗进行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

南通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 者 ，研 究 会 每 年 还 将 召 开 研 究 工

作推进会，并对年度研究成果进行总

结和表彰。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

的记忆，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文化软实

力。非遗保护工作做好了，可以增强

本地区的凝聚力，扩大其对外影响。

因此，南通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

则，整合和利用各类资源、创新保护

手段，打造具有本地区特色的非遗保

护路径。”曹锦扬说。

月月有活动，天天看非遗
———江苏南通创新非遗保护路径—江苏南通创新非遗保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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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针一线线，一丝丝一缕缕，顾文

霞刺绣七十载，不知用了多少针，亦不知

用了多少线。在完成一件件或精致传神、

或大气高雅的苏绣代表作品的同时，顾文

霞也用这普通的绣花针和五彩的丝线刺

绣出自己的锦绣人生。2006 年，顾文霞

被命名为首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与文化大家结缘

1931年春，顾文霞出生在“家家有绣

绷，户户飞针线”的江苏苏州古镇木渎。

20 世纪初，苏绣的杰出代表、有清末“刺

绣皇后”之称的沈寿就是在木渎生活并

学习刺绣。顾文霞的母亲、外婆都是当

地的刺绣能手，14 岁时她便跟随母亲学

习刺绣。1954 年，顾文霞考入新成立的

苏州刺绣研究所，开始了苏绣生涯。

回顾自己的刺绣经历，顾文霞说，一

路走来很多人都给过她支持和帮助，其

中之一便是得到叶圣陶的肯定。身为

苏州人的叶圣陶对家乡的昆曲、评弹、

园林、刺绣等传统文化十分喜爱。“文

革”前，他曾多次到苏州刺绣研究所参

观，并为研究所留下了“国艺之花”的墨

宝。为表达对叶老的敬意，顾文霞利用

业余时间，在家里绣了一幅《猫蝶图》送

给叶老。恰逢 70 岁寿辰的叶老在北京

收到《猫蝶图》后，甚为喜爱，欣赏之余

挥笔写道：“顾文霞同志以所绣《猫蝶

图》见贻，精妙非凡，受之欣然，题十四

韵为酬。”如今的顾文霞虽已年逾八旬，

但提起叶老所写诗文，仍能逐句背诵：

“小猫仰蝴蝶，定睛微侧首；侧首何所

思，良难猜之透。未必食指动，馋涎流

出口；未必如庄生，蝶我皆乌有……”

可 惜 后 来 这 首 珍 藏 的 诗 稿 在“ 文

革”中被抄家焚毁，如今谈及此事顾文

霞仍忍不住落泪。1983 年，叶老的儿子

叶至善来苏绣研究所参观。顾文霞在

陪同时，特别讲起了叶老的十四诗韵一

事。值得庆幸的是，叶至善告诉顾文

霞：“父亲这首诗韵家里还能找到，我回

去后找出来马上寄给你。”不久，她果然

收到了附有叶老十四诗韵的挂号件。

时隔不久，一幅《猫蝶图》加叶老十四诗

韵的绝妙绣品诞生了。

小小白猫传友谊

苏绣与湘绣、蜀绣、粤绣并称中国

四大名绣。在中国刺绣业又有“湘绣

虎，苏绣猫”的说法。顾文霞最擅长绣

制小猫、金鱼和花卉。她绣制的猫活灵

活现，呼之欲出，特别是那双猫眼，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都逼真传神。

1956 年，25 岁的顾文霞曾被派到英

国表演刺绣；1969 年，顾文霞担任中国

援外工艺美术小组组长，赴阿尔巴尼亚

传艺一年。捷克、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

也都留下了顾文霞的足迹，凭着一枚小

小的绣花针，她绣出了一朵朵中外文化

交流的友谊之花。

1979 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赠送给

美国总统卡特的一幅双面绣《小猫》，就

是由顾文霞的徒弟余福臻所绣。1981

年，卡特到苏州刺绣研究所参观时，他

说，邓小平送给他的绣品是最珍贵的礼

物，高超的技艺简直让人不可想象，并

希 望 顾 文 霞 可 以 到 美 国 举 办 苏 绣 展

览。2005 年初，顾文霞受卡特的邀请，

在美国亚特兰大市卡特总统图书馆举

办苏绣展览。顾文霞因健康原因不能

成行，她的高徒余福臻带着师徒二人精

心挑选出的 31幅作品赴美展览。

卡特总统图书馆为展览会特别制

作了精美的说明书及参观券，参观券封

面印有张大千的《仕女图》绣作，背面印

有卡特的亲笔签名。2005 年 2 月，“手牵

手，两位苏绣大师作品展览会”拉开帷

幕。年逾八旬的卡特两次前来观展，仔

细观赏每一幅作品。看到顾文霞绣制

的双面异样绣《三猫图》作品，一面是一

只猫，另一面却是两只猫时，他惊诧地

问：“怎么两面不一样？”余福臻做了详

细解答。卡特对顾文霞不能赴美目睹

盛况感到遗憾，曾先后寄给她两封亲笔

签名信，信中深情写道：“苏州刺绣为世

界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非常感谢您让

美国人民一起分享精美绝伦的作品。”

冰心一片花自香

1979 年，“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

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

将 任 命 首 批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家（后 改

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当时，顾文

霞、李娥瑛被同时推荐上报。顾文霞得

到消息后，赶忙给相关领导写信：“20 多

年来，我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由一个

普通的绣工成长为一个基层干部……

近几年来，党和组织几次给予我荣誉称

号，面对这样高的、与目前贡献不相称

的荣誉和职务，除了要用行动急起直追

外，我更迫切的心情是希望组织上体谅

我的实际情况，不要再给予荣誉了。听

说要在会上任命一批‘家’，那么苏绣的

代表李娥瑛当之无愧，她也是党培养起

来的艺人。如果创作人员能争取的话，

徐绍青同志是有代表性的，这是我从党

的事业和有利于今后工作出发的角度

提出来的。”

为了表示真诚意愿和决心，顾文霞

用针刺破右手食指，用鲜血在信上签

字。她的意见得到大会的尊重和采纳，

李娥瑛、徐绍青当选首批中国工艺美术

家。直到 1988 年，第二批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的任命，顾文霞才榜上有名，其高

风亮节让业内人士敬佩不已。今天重

提这件往事，她仍然坚定地说，苏绣的

发展繁荣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集体共

同努力的结果。对苏绣来说，要关心、

重视设计创作人才，设计创作是行业发

展的生命力所在。

退休后，不论是创建苏绣艺术博物

馆，还是成立顾文霞大师工作室，她的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培养更多的

接班人，传承发扬苏绣技艺。“只有更多

的人继承苏绣技艺，接力棒才能传下

去。哪怕不领工资，我也甘愿无私传授

技艺。”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她曾在《江

苏工艺美术》、《姑苏晚报》刊登收徒启

事，无偿传授苏绣技艺。

如今，每天清晨，如果天气晴好，顾

文霞就会早起到小区附近的公园去散

散步，对于 83 岁高龄的她来说，早起、散

步是保持健康的最有效方法。她说，只

有身体健康了，才有可能继续关心苏绣

的传承和发展。

顾文霞：一针一线绣人生
姚付祥

乌力格尔是一种蒙古族的曲艺

说书形式，约形成于明末清初，广泛

流传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及相邻的

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省蒙古族聚居

地区。2006 年，乌力格尔入选首批

国家级非遗名录。

乌力格尔的汉语意思是“说书”，

因采用蒙古族语表演，故又被称作

“蒙语说书”。在蒙古族民间，将徒

口讲说表演而无乐器伴奏的乌力格

尔称为“雅巴干乌力格尔”，又称“胡

瑞乌力格尔”；将使用潮尔伴奏说唱

表演的乌力格尔称为“潮仁乌力格

尔”；将使用四胡伴奏说唱表演的乌

力 格 尔 称 为“ 胡 仁 乌 力 格 尔 ”。 有

伴 奏 乐 器 的 乌 力 格 尔 表 演 通 常 为

一 人 说 唱 ，唱 腔 的 曲 调 丰 富 多 彩 、

灵 活 多 变 ，其 中 功 能 特 点 比 较 明

确的有争战调、择偶调、讽刺调等。

乌 力 格 尔 的节目有短篇、中篇

和 长 篇 之 分 ，尤 以 长 篇 最 为 引 人 ，

《镇压蟒古斯的故事》、《羌胡传》、

《忽必烈汗》、《春秋战国》等都是其

中的经典。乌力格尔节目的题材来

源 非 常 广 泛 ，有 的 源 于 民 间 故 事 ，

如《太阳姑娘》；有的出自文人或艺

人创作，如《青史演义》；有的源于民

间 叙 事 诗 、叙 事 民 歌 ，如《嘎 达 梅

林》、《达那巴拉》；有的据现实生活

中发生的事件创作，如《红太阳》、

《整齐的林落》；还有的从汉族文学

故 事 移 植 改 编 而 来 ，如《三 国 演

义》、《封神演义》等。

历史上穿梭于内蒙古大草原和东

北各蒙古族聚居地的乌力格尔艺人可

谓群星璀璨。知名者有清代的旦森尼

玛、白音宝力告，民国时期的扎那、金

宝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琶杰、毛

依罕、扎那等，都以表演乌力格尔艺

术的高超技艺而深受人们的欢迎。

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不同流行

地区的乌力格尔表演形成了各自不

同的特点。如在科尔沁草原，“胡仁

乌力格尔”在历史上形成了以孟根高

力套、额尔敦珠日合、布仁巴雅尔为

代表的 3 种不同的流派；辽宁省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的乌力格尔则移植编

演汉族故事较为普遍，并曾孕育催生

出“阜新蒙古剧”等新的艺术样式。

对于广大的蒙古族群众来说，乌

力格尔不仅是他们文化生活的主要

方式与手段，而且也是他们学习知识

的重要教育手段，在他们心目中，乌

力格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草原上传唱的乌力格尔艺术
伊 彦

印 象

讲 述

香港中秋节将展大型彩灯

近日，台湾南投县泰雅人在仁爱乡新生村风雨广场举办一年一度的“岁时祭”庆典，以丰收的五谷和传统歌舞表达对祖先的

感恩。图为泰雅同胞在“岁时祭”仪式上表演传统歌舞。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刘欢）香港

旅游发展局为今年“香港中秋节”大型

活动注入绿色元素。中秋节期间，在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内将举行“彩灯大

观园”活动，展出一个由年轻建筑设计

师设计、以 7000个废弃塑料瓶建成、高

3 层的大型彩灯，集环保、活力及创意

于一身，让市民在欢度佳节之余，感受

环保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刘镇汉

表示，旅发局多年来积极推广香港的

传统节庆及本土文化，以丰富游客在

港体验。“彩灯大观园”活动将环保艺

术与传统中秋相结合，同时把香港多

项庆祝活动包装起来向游客推广，营

造全城效应，鼓励游客参与、体验节

庆的热闹气氛。

此次活动除了设置大型彩灯外，

旅发局还将于维多利亚公园内设“许

愿廊”和“中秋市集”，售卖特色本土

工艺品及食品。中秋节当晚，更有香

港中秋传统民俗舞火龙表演。

各 地

辽宁非遗展演周助力全运会
本报讯 为庆祝第十二届全国

运动会的胜利召开，9月 5日，“激情全

运、魅力辽宁”——辽宁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展演周在辽宁大剧院文

化广场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是辽宁省迄今为止在

室外举办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

容最丰富的一次非遗大型展示展演

活动，主要包括非遗主题展、非遗专

场展演、非遗群体项目展演和非遗大

讲堂 4项内容。

活动共选调了 62 个市级以上非

遗项目和近百名市级以上代表性传

承人参展。活动现场划分了百工坊、

剪纸屋、美食廊、互动园 4 个展区，观

众不仅可以欣赏到岫岩玉雕、煤精雕

刻、阜新玛瑙雕等手工技艺类非遗精

品，同时还可品尝到具有东北特色的

海城牛庄馅饼、胡家熏鸡、小码头干

豆腐等特色小吃，此外，还可以现场

学习打太平鼓、扭秧歌。此次活动将

持续至 9月 9日。 （陈凤军）

天桥系列活动邀民众重温记忆
本报讯 展示大师艺术生涯，欣

赏街头艺术，观看鼓曲专场、北京杂

技……9月 3日，北京天桥系列文化活

动首场演出在京拉开帷幕，未来一个

月内，京城百姓将在天桥地区免费看

到多种形式的表演，重温关于天桥演

艺的记忆。

此次天桥系列文化活动以“忆·天

桥走出的评剧大师新凤霞”专场拉开

序幕，期间将开展丰富多彩的“走近天

桥领略艺境”系列活动、北京天桥鼓曲

专场晚会、街头艺术展演等文化活动。

当日的首场活动邀请了新凤霞

大师的家人、弟子作为现场嘉宾，通

过他们的回忆与讲述，揭示了大师的

生平事迹与艺术造诣。活动现场，新

凤霞的弟子以及新派艺术的青少年

传承者还为观众带来了《刘巧儿》、

《花为媒》等精彩选段。

此外，在即将举办的北京天桥鼓

曲专场晚会中将有众多知名表演艺

术家带来京韵大鼓《击鼓骂曹》、梅花

大鼓《十字西厢》、北京琴书《礼尚往

来》等精彩节目。为唤醒人们对天桥

文化的记忆，活动还将集中演出天桥

绝技，重现旧时天桥摔跤场、空竹场

等街头艺术表演。

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

挥安朝晖说，此次北京天桥系列文化

活动的举办，将充分展示天桥演艺区

作为首都演艺核心区的文化特色，展

示天桥的特色文化元素，让更多的人

了 解 天 桥 ，不 断 深 化 天 桥 演 艺 区 现

代、多元、包容的文化内涵。 （尹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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