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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进市民生活 探索保护之路
邓雅琴邓雅琴 易易添麒添麒

让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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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聚集较多省份之

一，11 个世居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博大

精深的湖湘文化，蕴涵着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造就了湖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洋洋洒洒的文化大观。

目前，湖南省共有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

的项目 99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76

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220 个，省级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 231 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 690 个，市级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95 人；县级非遗保护项

目 3012 个，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231 人，

初步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保护体系及其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制。

此外，湖南省的昆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和湖南

皮影戏分别作为全国昆曲、端午节和中国皮影的

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原则，湖南省突出湖湘特色，创新保护机制，实

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举措。

先后制定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湖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

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

办法》和《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指导全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建立了由文化、发改委、财政、教育、民委等部

门组成的湖南省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设

立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挂靠在湖

南省群众艺术馆），并成立了湖南省非遗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和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库；设立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并逐步形成了国

家、省、市、县“分级投入、分级保护、分级管理”的

投入使用管理机制，且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项资金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

积极推进专题博物馆、展示中心、传承中心、

传习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开

展了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基本完成

了国家对普查成果资料的要求，建立了比较完备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

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与管理，严格

规范了传承人的认定、资助与管理程序，明确了

传承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积极组织传承人进

社区、进校园、进传习所，传授技艺，招徒授艺，开

展课堂教学活动，并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新一代传

承人，支持帮助传承人开展各种传习活动，积极

为传承人生活提供保障。

以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初现

成效，为湖南省今后科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的整体性保护打下了扎实基础。一些地方纷纷

建立了以县市或村镇为单位的小型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如邵阳隆回县的滩头纸文化保护圈、梅

山文化圈、花瑶文化圈和魏源文化圈，衡阳市衡

山县白云岭村的衡山影子戏文化生态保护村，湘

潭市湘潭县青山桥镇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积极推进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全

省各地分别建立了湘绣、菊花石雕、醴陵釉下五彩

瓷烧制技艺、土家织锦技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侗锦织造技艺等一批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

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基地。 （张 玲 杨庆怀整理）

湖南的非遗保护传承举措

6月 14日，长沙市民在太平街中心戏台观看非遗展演。 杨华峰 摄

6月 13日，市民在活动现场学习竹编技艺。 何东安 摄

6 月 14 日 ，长 沙 市 博 物 馆 的 非 遗 展 台 上 ，技 师 正 在 专 注 地 展 示 浏 阳 菊 花 石 雕 刻

技艺。 杨华峰 摄

6 月 14 日，长沙各地热闹非凡，由湖南

省文化厅主办、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承办，湖

湘记忆——2014“文化遗产日”湖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系列展演活动在长沙市太平

街进行；由长沙市举办的“让文化遗产活

起来”——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展 示 、展 演 活 动 在 长 沙 市 博 物 馆 上 演 。

各 种 展 演 展 示 活 动 不 仅 让 群 众 亲 眼 见

到，亲身感受、参与到非遗文化的奇妙，

为非遗文化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社会的

窗口，同时也传递出政府对其引导保护、

扶持发扬的决心。

非遗亟须创新传承方式

6 月 14 日 上 午 ，笔 者 来 到 湖 湘 记

忆——2014“文化遗产日”湖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列展演活动地点之一——位于

长沙市天心区的太平街。太平街是长沙

充满古城韵味的一条街，历来游客熙攘，

当 天 的 烈 日 炎 炎 ，倒 是 更 增 添 了 群 众 和

演 员 火 辣 辣 的 热 情 。 非 遗 项 目 代 表“ 城

步吊龙”身着充满喜庆的服装踩街巡游，

从 太 平 街 南 门 到 北 门 再 到 中 心 戏 台 ，孩

子 们 跟 着 巡 游 队 伍 一 路 蹦 跳 ，好 不 欢

乐。中心戏台围满了拿着长枪短炮的摄

影爱好者、闻讯前来的附近居民、赶巧碰

到 的 各 地 游 客 ，苗 族 四 方 鼓 舞 、常 德 丝

弦、新化山歌……10 多个国家级、省级非

遗 项 目 轮 番 上 演 ，大 伙 都 被 这 平 时 难 得

一见的特色演出吸引。住在卫国街的潘

奶奶 78 岁了，侄儿为她占了个大树下没

太 阳 的 好 位 子 看 展 演 ，她 说 最 喜 欢 听 唱

戏，寻着声音就来了，“像这样好看的演

出，就是要多办常办！”

天心区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直如

汩汩泉水不曾间断。据长沙市天心区文

化 馆 馆 长 刘 含 冰 介 绍 ，非 遗 演 出 精 品 打

造、相关赛事准备、非遗传承培训等都是

馆 里 的 工 作 重 点 ，目 前 文 化 馆 已 确 定 将

在 暑 期 开 展 非 遗 项 目 免 费 培 训 班 ，聘 请

非 遗 传 承 人 授 课 并 向 公 众 免 费 开 放 ，大

家不仅可以看，更可以动手参与，让项目

感染力更强。正是已成常态化的工作付

出，才能汇集群众热情，推出一场接一场

具有厚重文化韵味的展演。天心区文体

新局副局长陈萍和大家一起站在烈日下

看完了整场演出，她透露，在太平街戏台

正对面，一个面积约 800 平方米的“非遗

展 厅 ”马 上 开 工 ，前 期 筹 备 工 作 均 已 敲

定 。 作 为 政 府 购 买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一

项 ，建 好 的 非 遗 展 厅 可 容 纳 十 数 个 国 家

级 省 级 非 遗 作 品 展 览 、非 遗 传 承 人 现 场

演示、文化交流、非遗项目洽谈等内容。

届 时 ，许 多 养 在 深 闺 几 近 失 传 的 非 遗 项

目 将 获 得 自 己 的 专 属 场 地 ，与 群 众 最 近

距离地接触，获得人气。“没有市场就会

没 落 ，政 府 尽 力 为 其 寻 找 文 化 传 承 和 市

场经济接轨的方式，并予以扶持。”陈萍

说，和非遗传承人打了多年交道，深深了

解 部 分 传 承 人 对 自 己 精 湛 手 艺 的 无 奈 。

付 出 大 量 时 间 、精 力 制 作 出 的 作 品 没 有

渠 道 寻 觅 伯 乐 ，甚 至 因 比 批 量 生 产 的 同

类产品售价高而无人问津，脱离了市场，

一 些 非 遗 项 目 正 面 临 失 传 。 在 人 流 如

织 、寸 土 寸 金 的 太 平 街 ，非 遗 展 厅 的 筹

建，既是湖南传统文化交流展示的窗口，

更为非遗保护走上市场化的良性发展之

路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非遗传承要走入市民生活

6 月 14 日上午，在长沙市博物馆广场

举 行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展 览 、展 示 活 动

现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舞

蹈 等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相 关 内 容 展 出 ；大

量近年出版的《湘剧》、《湘绣》、《长沙花

鼓戏》等书籍、音像资料，更有《长沙非遗

集萃》现场首发，免费赠送前来观展的市

民朋友。据悉，这是长沙首次系统、全面

的非遗文献展。

长沙市剪纸艺术协会的曾艳辉等人

将 现 场 剪 出 的 剪 纸 艺 术 片 赠 送 给 观 众 。

“ 剪 纸 在 长 沙 民 间 的 存 续 状 态 还 是 不 错

的 ，希 望 这 样 的 展 演 唤 醒 市 民 们 关 于 剪

纸 的 记 忆 ，让 传 统 艺 术 的 美 长 留 他 们 心

中。”曾艳辉说。

6 月 14 日晚，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布了

第 四 批 市 级 非 遗 名 录 并 授 牌 ，同 时 在 湘

江 剧 场 举 行 了 非 遗 专 场 演 出 。 曹 汝 龙 、

熊 梦 鹤 等 国 家 级 、省 市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为观众带来了传统折子戏《描容》、长

沙快板《打老鼠》等精彩节目。师徒老少

同台演出，展现了非遗活态传承鲜活、旺

盛的生命力。

本次非遗展览、展示、展演系列活动

中 的 地 域 文 化 特 色 极 为 浓 厚 ，即 使 是 老

长沙也能在这里见识到新鲜绝活。在非

遗大舞台上亮相的八拳是以市级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的 身 份 首 次 与 观 众 见 面 ，

8 岁的李宇龙在表演了一段八拳后带领

观众高声朗诵了一段《少年中国说》；在

湘 绣 展 示 区 ，范 冰 冰 等 明 星 湘 绣 图 如 同

大 腕 亲 临 ；金 井 茶 叶 等 产 品 也 在 现 场 销

售 ；杨 裕 兴 手 工 鸡 蛋 面 和 火 宫 殿 传 统 小

吃 让 观 众 一 饱 口 福 ；对 于 子 午 棍 巫 家 拳

术 、宁 乡 麻 山 锣 鼓 等 展 演 ，观 众 直 呼 过

瘾 ；天 顶 杂 技 佘 家 班 的 佘 建 辉 带 领 徒 弟

们为观众们表演了“鼻子拉车”等神技。

“ 很 高 兴 能 让 孩 子 见 识 到 这 么 多 老

长 沙 的 民 风 民 俗 和 古 老 技 艺 ，让 下 一 代

知道我们长沙是‘有料’的，不比其他任

何地方差。”长沙市民蔡斌高兴地说。

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刘坤庭目前教

授 的 20 多 个 弟 子 都 是 从 高 校 中 选 拔 而

来 ，他 们 优 秀 的 表 现 让 刘 坤 庭 对 非 遗 传

承 充 满 信 心 。 刘 坤 庭 认 为 ，部 分 非 遗 之

所 以 面 临 传 承 窘 境 ，原 因 就 在 于 脱 离 了

市 民 生 活 。 目 前 ，刘 坤 庭 正 在 筹 备 自 己

的 展 馆 ，对 铜 官 窑 技 艺 进 行 系 统 展 示 。

“非遗从数百年前流传到现在，大都是能

够 应 用 于 生 活 或 者 点 缀 生 活 的 物 品 ，它

们的应用性从未消失。通过这样的非遗

展 演 能 让 大 众 接 触 非 遗 的 内 涵 ，一 定 会

有更多年轻人投入到非遗的保护和发展

工作中来。”刘坤庭说。

湖 南 省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曹 明 珠 认 为 ，

展示展演活动能够提高群众对文化遗产

保 护 重 要 性 的 认 识 ，增 强 全 社 会 的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意 识 ，培 育 好 非 遗 生 态 型 保 护

的社会土壤。“群众对展演的关注增强了

我们对非遗传承的信心。希望政府能采

取公益广告等更多的形式让非遗走入群

众 的 生 活 ，那 样 非 遗 保 护 道 路 将 会 顺 畅

得多。”曹明珠说。

6 月 13 日，“湖湘记忆——2014 文化

遗产日”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

在长沙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湖南省 14个

市州的 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

行了为期三天的展演活动，让人们从零

距离与这些国宝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触

中，感悟湖湘文化魅力。

13 日当天，在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文

化广场，身着苗族精美服饰的少数民族

群众，随着古朴悠扬的芦笙演奏声翩翩

起舞，演员们列队端上美酒为来宾一一

敬酒表示欢迎——拦门酒是苗家山寨的

一种古老的习俗，而侗族芦笙则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来自土家族、

苗族、侗族的少数民族群众，与来自全省

其他地市的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着欢

快节拍，尽情跳起土家族摆手舞《摆手欢

歌》、《洞井龙舞》，舞起“城步吊龙”，演绎

“长乐抬阁故事会”等，让现场观众感受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无穷魅力。

非遗展演专场日更是非遗人展示才华

的好机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湘

绣代表性传承人江再红宣布活动启动后，

18位非遗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带着所传

承的项目，在湖南省群众艺术馆一楼艺术

长廊，为观众进行展示、教学、展览。其中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有

江再红、袁耀初、张宗凡、奉雪妹、徐克双、

刘代娥，还有今年认定为湖南省第三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的王文定、彭明华、黄永平、危禄绵、阳利

春、粟田梅、梁丰助、梁德颂、何雄军等。

土家族织锦俗称“打花”，主要分布

于永顺、龙山等土家族聚居区。土家族

织锦技艺中的花带品种，采用“通经通

纬”的古老“经花”手法，几乎不需专用工

具即可在织造者两膝间完成。2006 年，

土家族织锦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刘代娥是该项目的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她一边认真地操作着织

锦工具，一边详细地为观众介绍织锦技

艺。刘代娥 12 岁开始学习土家织锦技

艺，曾创办龙山县捞车河土家织锦厂，员

工达 160多人，其中经她口传心授的织锦

艺徒有 32人。如今土家织锦技艺的保护

和传承已走上了规范的轨道。

双峰民间剪纸、苗画、湘西竹编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被设置在传习区，

这些项目深受年轻人的追捧。每个项目

的大平板桌前都围坐着 20多名学习体验

的观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徐克双、梁德

颂、李希特等一边热情地为观众介绍自己

的作品，一边手把手地教授新“徒弟”。小

李是一名刚毕业的高中生，在徐克双的细

心指导下，不到一小时就编织了一个小竹

篓，拿在手里乐开了花。徐克双说，没想

到大家对非遗保护项目的兴趣如此浓厚。

这次为期 3天的舞台演出、现场展示

等活动，全是从湖南省国家级或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精选而来，并

由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演员进行原汁原

味展演。群众在感受湖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独特魅力的同时，更享受到民族特色

文化带来的神韵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