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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渔村到城市，生活环境发生了改

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明素质也需要随之改

变。如何让丢下锄头、放下渔网的农民快速适

应城市生活、尽快融入城市；如何让几千年传

承下来的绝活儿、绝技，随着农民的转型“上

岸”跟着“上岸”，走进新的城市社区，是城镇化
进程中的一大课题，也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一
大难题。

6月 14日是第 9个文化遗产日。为了这一

天，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早早就开

始准备，这是他们创建的“武汉高龙城”被评为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后，迎来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6 月 7 日，“记忆乡愁·非遗一日”摄影比赛

拉开了江欣苑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

的序幕，200 位摄影师用镜头聚焦高龙、汉绣、

雕花剪纸等数十个非遗项目。6 月 11 日，非遗

项目大型收徒拜师仪式举行，9 名社区学徒代

表向黄梅挑花、木雕船模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人

敬茶拜师。随后，一场汉绣服装展示 T 台秀，

让人们看到了古老非遗的时尚魅力。

此外，黄梅戏、采茶戏、皮影戏、楚剧等也

在这一周陆续上演。这一系列活动在一个“村

改居”社区举办，以居民参与为主体，着实凸显

了今年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

题——“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

江欣苑社区建设的高龙城传承园从 2012

年 8月开园至今，短短两年时间里，在湖北省文

化厅、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支持协调下，吸

引了数十个湖北省内有代表性的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非遗项目在此“安家”。

一个社区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实现社区文化再造的样本，正在这个曾经的

“城中村”逐渐树立起来。

筑巢引凤，社区建起非遗传承园

江欣苑社区是一个转型农民社区，这里的

居民过去是汉阳区渔业村的村民，他们世代靠

种田、打鱼为生。2007年，因为城中村改造，他

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搬进了江欣苑

这个现代化的住宅小区，成为了城市居民。

从农村、渔村到城市，不仅是生活环境的

改变，需要改变的还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

明素质。如何让丢下锄头、放下渔网的农民快

速适应城市生活、尽快融入城市，是全国城镇

化进程中的一个大课题，也是摆在社区管理者

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在汉阳区旧时的农村和渔村，活跃着一个

传承了 1400 多年的民间舞蹈祭祀活动——龙

舞，也被称之为高龙。高龙寄托着人们祈求幸

福安康、和谐美满的美好愿望，向往美好未来

的重要表达形式，已深深熔铸于当地村民、渔

民的情感血脉之中。随着入住崭新而陌生的

村改居社区，原有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舞（高龙）也失去

了原来滋生的场所、传承的空间和环境，出现

了培养传承人难、组织表演难、活动经费难、无

表演和扎制的场地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让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绝活、绝技，随

着农民的转型“上岸”跟着“上岸”，走进新的城

市社区，经过社区居委会多方努力，最终依托

社区现有的 1万多平方米的门面房，组建了“武

汉高龙制作传承培训部”“武汉高龙生产制作

部”“武汉高龙表演培训部”，以及“武汉高龙博

物馆”，使武汉高龙随着“村改居”和农民进城

变居民而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通过这一

有力的抢救和保护，现已组建了 10多支高龙舞

龙队，传承人多达 300余人。

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胡明荣说，高龙的成功

传承保护，给社区管理者很多启发：顺应民众需

求的文化保护，不仅可以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

还可以获得居民对文化以外的社区工作的支持；

非遗传承极大地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营造了良

好的社区环境；居民通过学习增加了非遗的知

识，促进了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也为非遗项目

的传承增加了新鲜血液，使非遗后继有人。

胡明荣说，最重要的收获，是在这些文化

程度不高、知识欠缺的群体对文化的渴望和需

求上，看到了探索改变他们包括文化生活在内

的城市生活的方式和途径——这就是借助非遗

的力量，让更多非遗项目在社区保护和传承。

江欣苑社区管理者当时的考虑是，非遗保

护传承面临诸多困境：城镇化进程加快而非遗

保护传承乏力，传承人老年化加快但新人培养

过慢，非遗项目失传加快但保护传承办法创新

太慢；大量非遗项目面临着无场地、无资金、无

学徒、无市场、无信心等“五无”的局面。而江

欣苑社区恰好可以弥补非遗保护传承中的客

观不足：一是他们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从高

龙的保护和传承中可以看出；二是他们有良好

的区位优势，江欣苑临近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依长江傍墨水湖，交通便利，便于非遗项目的

交流展示；三是他们有良好的政策环境，江欣

苑是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小区”“五星幸

福小区”“全国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社区”“湖

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中组部“全国基层组织

建设年试点社区”“全国党员三带试点社区创

建点”，各级政府给予他们很好的政策支持。

于是，从 2012 年开始，江欣苑社区以高龙

保护为基础，开始继续探索非遗生产性保护传

承的社区之路。这一想法得到了湖北省文化厅

的大力支持。为了帮助江欣苑社区快速集合各

个非遗项目进驻，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在各地

市文化部门的支持下，邀请了湖北省内数十个

国家和省市级非遗项目来到江欣苑。为了鼓励

江欣苑社区大胆开展非遗保护的新尝试，湖北

省文化厅、武汉市文化局当年分别授予其“湖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武

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社区通过“四免”（免装修、免房租、免一切日常

生活必需品、免费带徒弟）为汉绣、木雕船模、雕

花剪纸、黄梅挑花、楚式漆器、铅锡刻镂技艺等

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了 1万多平方米的非遗精品

展示厅、传承工作室，以及帮助他们寻找产品销

路、建立传习所、与武汉高校建立产学研中心、

在社区居民和大学生中培养学徒，这些国家级

项目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们的收入相比入驻

前大幅度提高，社会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相互交流，非遗传承发展无压力

居民楼的外墙印制着剪纸图案，社区门口

立着古色古香的牌坊——在汉阳区江堤中路，

江欣苑社区很容易便能从所有社区中脱颖而

出。走进江欣苑，广场两边的门面房一字排

开，54个非遗项目和其传承人就在这些门面房

里宣传展示、收徒授艺、生产销售。

江欣苑为引入的非遗项目提供了 1.1 万平

方米的非遗精品展示厅，近 1.4万平方米的传承

工作室。在这里，非遗传承与产品经营结合，由

原来非遗项目传统的“前店后厂”方式转变为传

习所，除小规模生产外，传授徒弟是传承的重要

工作。为了保证入园非遗项目在传承保护时坚

持核心技艺，江欣苑为每个传承人定下了“规

矩”，即一定要生产销售传统非遗手工产品。

楚式漆器传承人邹传志的工作室有里外两

间，外间用来展示、出售漆器，进行小规模的制

作，里间是他居住的地方，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社区还专门为传承人设立了食堂，每顿餐

费每人只需花 5 元钱，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

题。邹传志直言，这里的生活十分便利，能够

让他专心从事创作和传承。正是因为生活方

面无后顾之忧，黄梅挑花、楚式漆器、铅锡刻

镂、鄂州石刻线画、老林家石花空心奎面、红安

大布等武汉市外的非遗项目才安心离开家乡，

来到这里落脚。

生活的便利性并不是这些非遗传承人留

下来的最重要理由，能相互交流、开阔眼界以

及提高收入才是。各个非遗项目相互成了“邻

居”，传承人在交流中产生许多灵感，在开发新

产品、创新保护传承方式方面有不少收获。例

如，黄梅挑花开始以红安大布为载体创作，剪

纸艺术也开始吸收江汉皮影的元素。

社区居民的加入也为非遗项目传承提供

了新鲜血液。江欣苑成立了入驻项目传承人

协会，每月在传习所开展 3 至 5 次授徒传艺活

动。在 6 月 11 日举行的非遗传承人收徒仪式

上，黄梅挑花传承人石九梅收了 11 名徒弟，其

中有 8名是江欣苑的社区居民。汉绣传承人任

本荣收的社区徒弟则有几十名。这些社区居

民在工作之余拜师学艺，甚至一些居民绣出的

作品在市场上卖出了价钱。“社区里来学习非

遗技艺的就有 600 多人，现在窝在家里看电视

的、打麻将的少了。”胡明荣说。

敖朝宗是楚式青铜器铅锡刻镂技艺的传

承人，他经营的敖式家庭作坊以修复和复制楚

式青铜器物闻名。尽管每月需要在武汉和荆

州之间往返 3 次，但敖朝宗却说：“我一点都没

有漂的感觉！武汉比荆州大，有文化的人多，

愿意了解非遗的人也多，因此保护力度就大。”

大城市的购买力强，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作品

的价值。在这方面，石九梅更有切身体会。黄

梅挑花因针法容易被误认为是当下流行的“十

字绣”，其珍贵的手工价值并未被大多数人了

解。刚刚入园时，石九梅一家甚至连食堂 5 元

钱一顿的饭都嫌贵，然而短短两年，黄梅挑花

成了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万元的非遗项目。

“这一个车用挂件‘平安符’是我们的创新

产品，一晚上可以绣好几个，虽然工艺简单，但

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挑花技艺。”石九梅说。

这样的“平安符”售价 75 元，加上精美的包装，

很多人一买就好几个，回去赠送给亲朋好友。

不仅是“平安符”，黄梅挑花尝试在购买的

成衣上加挑花点缀，成品清新雅致，附加值也

随之增加。据石九梅介绍，这些创新想法和做

法，都来自于来到江欣苑后的相互交流，以及

全省范围内相关领域专家的指导。

“我们邀请专家、高校研究机构担任传承

园的‘智囊团’，确保非遗传承园建设的科学和

非遗相关产品的研发，避免非遗项目在产品开

发方面的‘大干快上’、粗放发展。”胡明荣说。

2013 年 11 月，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理工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长江大

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纺织大学等 16 所

高校和科研单位携手建立首批湖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江欣苑则成了首批非遗研

究中心的重点研究和帮扶对象，为古老非遗项

目如何在现代化环境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出谋

划策。6 月 11 日的汉绣服装展示 T 台秀上的

汉绣传统婚纱，就是武汉纺织大学汉绣产学研

发展中心的科研团队参与设计的。

伴随着江欣苑成为湖北知名的非遗文化

体验旅游区，园区非遗产品的销售也逐渐上

涨。汉阳商场、黄鹤楼、琴台大剧院等单位也

免费为园区入驻非遗项目设置了精品销售专

柜；江欣苑还筹建了非遗电商平台帮助销售产

品；很多非遗传承人还走进高校成为了教授。

2012年，石九梅、任本荣、武汉花灯传承人刘泥

巴等被江汉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同时成为省妇

联、市妇联培训基地的讲师。

到目前为止，传承园接待了来自全国 31个

省区市、港澳台地区以及 38 个国家的 40 万名

参观者，2 万多名大中专院校学生在此交流实

习，并成为多所高校教育实践基地。传承园已

初步摸索出一条以非遗项目为带动、以社会资

金为主体、让大师作品变成商品的大规模非遗

保护和发展新路子。

按照计划，以传承人工作室为基础的“百工

坊”是高龙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的一期工

程，其二期工程“楚香汉味”“逸趣园”将于今年下

半年开放。三期工程“中国·武汉高龙非遗文化

传承体验园”预计投资15亿元，占地17.4公顷。

留住乡愁，非遗保护和城镇化同行

从一开始，对江欣苑建设非遗传承园的质

疑声音就一直有。有人说，离开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原本存在和发展的环境，难免会破坏非遗

项目的本真性，使其丧失核心技艺和元素。还

有人说，社区居民的传承究竟对非遗保护有何

积极意义？

这些疑问和困惑，也时刻警醒着江欣苑的

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比如在保护模式上，他们

探索建立了传承项目双边联络保护机制，即联

合原来保护单位对传承项目进行联动传承保

护，做到传承项目“离土不离乡”，同时在社区

聚集的每个项目原保护单位，每个月每个项目

都有传承推广普及活动，双方共同研究、开发

和拓展。他们还通过建非遗线上线下平台、拍

非遗传承影录、搞推广活动、办技艺大赛等方

式，搭建原有保护单位所不可比拟的传播优势

和传承平台优势。

再比如，在传艺带徒方面，他们设立“核

心学员助学基金”，鼓励社区居民学习非遗技

艺，目前已建立“入驻代表性传承人——核心学

员——爱好者”三级免费传承体系，主要项目在

园区均有 2至 5名技能掌握较好的核心学员，部

分项目如汉绣、黄梅挑花和红安大布的社区学

习者超过 200人。6月 11日，由湖北省文化厅等

单位主办的非遗项目拜师仪式上，黄梅挑花、

楚式漆器、木雕船模等 9 个项目的学徒代表均

来自江欣苑社区。此外，江欣苑社区还分别与

武汉多所高校合作，让他们把课堂搬到社区，吸

纳大学生学习非遗。

其两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非遗项目核心

技艺得以保存，非遗产品的创新性和品牌性得

以提高，市场随之扩大，传承人收入增加明

显。以传承人技艺为核心的非遗项目，即便离

开了产生和存在发展的故土，也可以跟随传承

人在异地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更宽广的平台上

实现发展。

同时，传承园非遗项目的聚集让保护力

量形成了合力，规模效应正在不断凸显。这

表现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在财政经费上逐

年给予倾斜，越来越多的高校和专家在此建

立产学研基地，大规模的非遗推广活动和技

艺大赛得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就这样，社

会力量出资出力，政府给予政策红利，非遗项

目得以走出传统社会封闭式的传承，勇敢地

在市场上亮相。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城镇化改造后“洗脚

上楼”的江欣苑居民来说，社区保护传承非遗

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念想。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

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对于江欣苑居民来说，建设非

遗传承园，让社区建设融入文化建设，使得他

们的生活青山绿水犹在，乡愁乡情不减。

“虽 说 我 们 是 农 民 ，但 我 们 就 要 做 出 不

是农民的事；虽然我们不是全国第一个传承

园，但我们要在非遗聚合保护中做出更多全

国第一和唯一的事。”胡明荣如是说。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镇化进程同行的当

下，江欣苑建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为

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样本。 （本报撰文 边思玮）

一
个
非
遗
保
护
的
社
区
样
本

—
—
来
自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汉
阳
区
江
欣
苑
社
区
的
实
践

武汉高龙在台湾踩街游行 在江欣苑社区开展的汉绣“绣娘”比赛 国家级非遗项目木雕船模代表性传承人龙从发带徒传艺

◀ 武汉高龙城内展示的精美楚式漆器

江欣苑社区的小朋友在非遗博物馆内体验高龙扎制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