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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创新意义及价值
陈华文

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基于文

化形态鲜明这一基本前提而设立的。

在《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中指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

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

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

的特定区域。”这里的文化形态就是指

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的一种具有独特发

生发展历史、与自然生态环境等紧密相

连，拥有可以被概括或提炼的文化特质

或特色的文化形式。

理论上说，大的文化形态可以被称

之为文明形态，这就是汤因比的文化形

态学中之不同文明，如中华文明、印度

文明等；小的文化形态是各种可以被明

显概括或提炼的文化丛及在区域范围

内的集中表达。“文化丛”，指的是因功

能上相互联系而纽结为一体的若干个

文化特质。它们与人们特定的社会生

活有关，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非物

质层面。比如海洋（岛）文化中的“鱼文

化丛”：生产技术上有织渔网、造渔船、

知渔汛、下网捕鱼，储藏与加工方法有

冰鱼、干制鱼、煮制鱼等，最后销售至鱼

厂和鱼行；渔民吃的是腌鱼、醉鱼、糟

鱼，住的是鱼舍，其中有补网间、盐仓、

腌鱼场、渔具房等；信仰方面有鱼崇拜、

潮汐崇拜、龙和海龙王崇拜、海洋祭祀

等。由“鱼”这一关键词可以引出大量

与之相关的文化特质，它们在结构与功

能上共同形成了一个个“鱼文化丛”。

当然，这些文化丛的发生和存续，也是

与自然生态环境等紧密相关的。相同

文化丛之特质文化在一个区域普遍存

在，就可以被划定为文化区或文化圈。

这种区域，在生产、生活等文化，诸如劳

动方式、劳动工具、劳动技艺等方面，以

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居住

方式、饮食方式、衣饰方式、语言、信仰

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和形

式，它们共同认同这些文化形态并成为

他们传承和继续创造、改造这些文化的

动力，成为他们凝聚共识、形成共同价

值观念的依托。因此，我们总称这些为

区域内的文化形态。

文化形态的独特性或鲜明特色，指

的是相关区域内存在的文化丛之特质，

与其他文化形态区域存在着巨大或明

显的差异，在学术界的研究中，这种区

域都是客观存在并且被普通民众所认

同的，如徽州文化、闽南文化、海洋（岛）

文化等。它们之间在本质上存在巨大

的差异，如语言、生产、生活、历史传统、

各种技艺及其传承、风俗习惯等方面，

其中，一些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尤其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或个性特色。因此，我们通过保护这些

特色鲜明的文化形态，就可以达到保护

或保存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一方

面，汉族的发展融入了周边不同地区的

多样文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发展

在保持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吸

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并强化着自己

个性化、特色鲜明的文化形态。于是出

现了中原、齐鲁、吴越、巴蜀、三晋、荆

楚、岭南七大文化区和丰富多样的民族

文化，它导致了民族文化及其内部之间

的差异和多样性的存在。根本原因既

有历史的，也有自然环境和其他文化碰

撞等，其中，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相结合

而使区域内的文化形态特色不仅鲜明，

而且相对固化是最为突出的。因此，保

护并传承不同区域内具有差异性、个性

化和特色鲜明的文化形态，尤其是通过

整体保护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存

续这些文化形态，就成为 21 世纪以来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创造。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模式之所以是

中国的一种创造，在于这种模式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形态，主要是文

化遗产、各种资源、区域内的文化共识

和认同，也包括人们得以创造、形成、存

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等，进行

关联性文化与自然环境等整体的、全面

的保护。这种保护的目的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其存续相关联的其他文化形

态和自然环境的无缝对接，保存并维

护、修复受到当下技术文化、观念文化

等冲击而不断弱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完整”。

《指导意见》中强调，“在文化生态

保护区的建设工作中，应坚持以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原则，坚持人文

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维护文化生态平

衡的整体性保护原则，坚持尊重人民群

众的文化主体地位的原则，坚持以人为

本、活态传承的原则，坚持文化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坚持保护优先、

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原则。”突出的是相关文化

形态与保护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政

府主导的保护方式和协调发展、保护优

先的理念。然而，我们知道，不同的生

态保护区拥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形态和

多样性的文化，而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

多样性文化，常常是互相关联、互相依

存的。一种文化形式往往依存于另一

种文化形式而存在，这是文化存续的规

律，像瓷器烧制技艺的艺人依存于瓷土

的生产、瓷窑的生产、各种工具等，而制

作的瓷器产品则依存于通畅的销售渠

道和从事销售的人员，销售依存于店

铺，店铺依存于东家，东家依存于木匠、

泥瓦匠建造的房屋，房屋出租或出售依

存于中介，中介依存于政府的许可……

一样，多种文化个体或文化存在，会构

成一个可以被揭示或解读的文化生态

链，每一种文化的传承，本质上都离不

开另一种文化的存续，一些文化的消

失，必然会带来另一些文化的消失、弱

化或改变。因此，我们通过文化生态保

护区的整体性、相关性文化的保护，保

证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传承的可持续

和完整性，从而使区域内的文化形态，

尤其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

化形态得到全面、完整、可解读的保护，

在此基础上，达到文化多样性的保存。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生态保护区

是一种集文化价值观、文化主体认同、

文化多样形式的存续、文化影响力、文

化历史、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多种因素，

包括人文、自然环境等于一体的保护模

式，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就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对

于整体且完整地、可持续且可解读地保

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优秀的民族的文化遗产与传统，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遗研究所

所长）

多种文化个体或文化存在，会构成一个可以被揭示或解读的文化生态链，每一种文化的传承，本质上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存
续，一些文化的消失，必然会带来另一些文化的消失、弱化或改变。因此，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性、相关性文化的保护，保证文
化生态保护区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和完整性，从而使区域内的文化形态，尤其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得到全面、完整、
可解读的保护，在此基础上，达到文化多样性的保存。

12 月 23 日，北京荣宝斋携手钧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钧瓷

大师任星航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钧天星航”艺术作品展。上百件钧瓷

作品首次亮相，其中包括几十件按照宋代柴烧工艺烧造的珍品，这些作品的

釉面和窑变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宋金遗韵。

任星航是河南禹州“任氏钧瓷”第七代传人，制瓷生涯长达 40多年。钧瓷

发端于东汉，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美誉。

图为一名观众在“钧天星航”艺术作品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12 月 23 日，2014 中国冰雪

那达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旗举行。此次冰雪

那达慕设置了民族实景演出、

巴尔虎草原祭火仪式、民族舞

蹈服饰展示、蒙古族传统体育

赛事等活动。

图 为 蒙 古 族 牧 民 在 2014

冰雪那达慕上参加骑马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

本报讯 近日，在四川南充嘉

陵江非遗文化促进会的联络下，川

北大木偶戏和四川皮影戏两个非遗

项目来到西华师范大学北湖校区展

演，吸引了该校 2500 余名师生到现

场观看。

当晚，南充演艺集团公司四川

省 大 木 偶 剧 院 带 来 的 木 偶 表 演 带

给 了 在 场 的 师 生 们 许 多 惊 喜 。 当

南 充 籍 歌 唱 家 陈 小 涛 演 唱 的《变

脸》歌声传出时，2 名变脸演员和 1

名 手 托 大 木 偶 的 演 员 快 步 走 上 舞

台，与变脸演员不断变换自己的脸

谱 一 样 ，大 木 偶 的“ 脸 ”上 也 不 断

“换妆”，绿色脸谱、红色脸谱、蓝色

脸 谱 …… 引 得 台 下 观 众 连 连 惊

呼 。 随 后 登 台 的 大 木 偶 书 法 表 演

也 给 观 众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四 川

皮影戏的传承人王彪表演的《千里

走 单 骑》，也 为 观 众 展 现 了 四 川 皮

影戏的独特魅力。

南 充 嘉 陵 江 非 遗 文 化 促 进 会

副会长、西华师范大学高职学院副

院长孔凡盛表示，为促进非遗的保

护 与 传 承 ，该 协 会 自 今 年 成 立 以

来，一直努力推进非遗在校园的传

播 与 传 承 ，下 一 步 ，他 们 还 将 邀 请

更 多 的 本 土 非 遗 传 承 人 到 本 地 高

校讲课、演出，弘扬民族文化。

（李双早 吴金龙）

南海 13项非遗线索“浮出水面”

本报讯 日前，由海南省文体

厅社会文化处组织专家调研组赴三

沙 进 行 非 遗 普 查 的 调 查 报 告 正 式

出炉。据悉，总计普查到南海包括

深 海 、浅 海 捕 捞 技 术 ，南 海 更 路 簿

等 13 项非遗线索，凸显了当地的海

洋特色。

2014 年初，海南省文化主管部

门启动了三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

查工作，调研组赴三沙多岛屿开展

了细致的调查，尤其对西沙群岛海

域进行了重点普查。同时，为完善

相关资料，省文体厅还组织专家根

据活跃在三沙市的渔民籍贯情况，

到文昌、琼海及万宁等地区走访调

查熟知三沙市情况的渔民，基本摸

清和掌握了三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的分布情况和传统技艺以及民

风民俗的存续状况等。

据悉，此次也是海南省首次组

织 对 三 沙 市 进 行 的 非 遗 普 查 。 据

海 南 省 文 体 厅 社 会 文 化 处 有 关 负

责人介绍，如深海捕捞技术抓鱼采

用的特殊鱼箭、浅海捕捞技术中的

捡 螺 等 非 遗 线 索 乍 听 起 来 与 普 通

渔民日常生产劳作无异，但却不乏

地 方 特 色 。 这 些 非 遗 线 索 在 经 过

深 入 研 究 和 完 善 后 都 可 作 为 市 一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起来，

有 的 甚 至 可 以 申 报 省 级 以 上 的 非

遗名录。

调查报告还显示，从资源现状

分 析 ，三 沙 地 区 的 很 多 习 俗 都 涉

及 海 洋 文 化 ，当 地 渔 民 的 生 活 习

惯与琼海、文昌等沿海市县的渔民

相似。 （杜 颖 刘实葵）

湖北荆州将传承人请进博物馆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荆州市

荆 楚 非 遗 博 物 馆 经 过 湖 北 省 文 物

局的审批正式成立，这是该省设立

的 首 座 民 办 综 合 非 遗 博 物 馆 。 该

博 物 馆 由 湖 北 省 创 业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运 营 创 办 ，该 校 将 十 多 位 非 遗

传 承 人 请 进 博 物 馆 带 薪 授 徒 ，有

效 解 决 了 一 些 非 遗 项 目 后 继 无 人

的局面。

据 该 博 物 馆 负 责 人 许 小 兰 介

绍，荆州有丰富的非遗项目，但传承

人年纪都较大，后辈愿意接班的很

少，不少技艺面临失传。而职业教

育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经当地

文化部门牵线，自 2012 年起，学校与

十多位非遗传承人签约，请他们带

薪授徒。

两年来，该校先后有 3000 多名

学生接受了 20 种课程的非遗普及，

其中有 600 多名学生参加第二课堂，

课余泡在非遗传承院跟老师学习技

艺。该校从中又筛选出 30 余名优秀

者进行着重培养，几乎每个非遗项

目都找到了接班人。非遗博物馆设

立后，将免费为传承人提供工作室，

从而使他们带徒授艺更为方便。对

此，荆州市非遗中心主任赵玉春说，

中职生加入学艺，突破了家族传承

的局限，为非遗注入新鲜血液，让项

目更有活力。 （荆 文）

贵州锦屏开展侗族刺绣培训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锦屏县文

体广电旅游局和平秋镇政府在平秋

联合举办了面向当地绣娘的侗族刺

绣培训班，侗族刺绣的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陈显月、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龙令香分别给绣娘们授课，手把

手传授技艺。

2011 年，侗族刺绣入选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

锦 屏 县 唯 一 的 一 项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为使该项目得到良好的传承和

发展，锦屏积极开展培训和传承工

作，让民族文化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新途径。“侗族刺绣培训让我学到

了许多知识，为我的致富路提供了

保证。”领到结业证书的锦屏县平秋

镇平秋村侗族绣娘刘凤梅喜笑颜开

地说。结业仪式上，绣娘们制作的

月亮盘、背带、披肩、绣花鞋等精美

作品也同时得到了展出。 （刘荣盛）

四川南充非遗进校园展绝技

行走在浙江义乌的乡间，人们经常

闻到一股甜蜜的味道，它浓郁、醇厚，给

人以幸福感。这味道来自于义乌传统

的制糖技艺，更为确切地说，它是红糖

形成的味道。这味道让爱好甜食的小

孩欣喜，也让老人感到舒适，如果要评

选“鼻尖上的义乌”，制糖的味道定然会

大受青睐。

400余年传承史

据当地《洋川贾氏燕里村谱》记载：

“顺治年间，客游闽越，摹仿糖车之式，

教人栽植甘蔗，制为红糖，邑民享其美，

利至今，庙祀。”由此推断，义乌红糖制

作技艺至少可上溯至清顺治年间，传承

至今已有 400 余年的历史。其传承谱系

完整，主要流传于义乌所辖的义亭、佛

堂及其周边地区。

清乾隆年间，义乌人用牛力木车绞

糖的方法制作红糖，而后加工成糖饼、

芝麻糖、生姜糖等产品，红糖遂成为了

义乌具有名片性质的地方特产。

上世纪中期义乌甘蔗种植面积和

红糖产量质量均居全省首位，农业大镇

义亭更是远近闻名的“红糖之乡”。早

在 1929 年，义乌黄培记号生产的红糖便

在西湖博览会上荣获特等奖。而后义

乌红糖也在各类农产品展览、评比中屡

获佳绩。前不久，义乌红糖制作技艺正

式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这既是对义乌红糖制作技艺的

肯定，也是对其进行更好传承的鼓励。

义乌红糖制作技艺有独特的流程

与工序，它主要分为选料、榨汁、煎熬和

风干 4 个工艺流程，包含 20 多道技术工

序。义乌所处的地形、气候都利于糖类

植物生长，这给制糖提供了优质的原

料。制糖是一项“经验科学”，每道工序

都需要制糖师傅凭实践经验，以察颜、

观色、手感、味觉、舌试等方式进行掌握

和控制，其微妙之处只能意会难以言

传。义乌红糖制作技艺使用独有的木

糖车、饲糖斗、梅花灶等器具。其中“木

糖车”是先人流传下来的重要器具，曾

一度损毁，后恢复使用。这些器具都是

古代原始制糖术的历史传承。

承载着牵挂、祝愿与感恩

如今的义乌是国际性的商贸城市，

小商品贸易名动华夏，而其最早的经营

模式，便是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的小本

买卖——这被义乌人意象化为“鸡毛换

糖”。这里的“糖”自然便是义乌特产的

红糖了。

制 糖 时 节 ，正 值 气 温 冷 热 交 替 时

期，几个赤身男子手持工具反复劳作，

年幼者受不了甜蜜的诱惑在作坊直直

盯着翻滚的糖浆，老人们招呼亲朋好友

前来“打糖”聚餐——热闹的氛围俨然

如节日一般。逢年过节或看望孕妇、病

人、老人，义乌人都习惯拎上几包红糖

走亲访友，几代人的习惯积累让红糖成

为了必不可少的礼品。小小的红糖承

载的是牵挂、祝愿与感恩。

除此之外，义乌当地许多的民间故

事、传说都与红糖有关，《乾隆皇帝吃红

糖》等故事家喻户晓，义乌人愿意让喜

爱的东西都与红糖发生联系，足可见其

对红糖的认可。远在他乡的义乌人，也

时常让红糖随身，以携带家乡的味道。

甜蜜的味道指引回家的路

随着社会的变迁，近些年来义乌的

定位越来越偏向商业，城镇化建设也越

来越完善，与此相对应的是义乌甘蔗种

植面积的缩小与制糖人员的减少。而现

代化生产方式的推进，也使红糖制作中

的许多手工技艺环节都被机械化操作取

代。外埠红糖和进口糖类增加，使义乌

红糖的市场份额与消费需求逐渐减少。

制糖靠的是人，义乌传统红糖制作

技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靠师徒传承，但

因红糖制作经济效益不高，学艺枯燥、

艰苦，这些都导致年轻人流动到其他的

行业、岗位。和许多非遗项目一样，义

乌红糖制作技艺面临着挑战。但挑战

一直也是与机遇并存的。自 2005 年开

始，由义乌市文广局、农业局、义亭镇政

府组织成立义亭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并对义乌红糖传统制

作技艺等开展全面调查。同时，在相关

部门的牵头下，义乌举办了每年一度的

义乌红糖节，成立了红糖文化陈列室，

制定制作技艺保护措施，并对制糖产业

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补助。这

些举措对红糖制作技艺的保护起到了

非常积极的作用。

对于义乌这座商业城市，红糖或许

只是其众多商品中不起眼的一种，但正

如一个人的气质来自于阅历的沉积，一

座城市的精神也来自于岁月的积淀。

红糖对于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实 用 作 用 与 象 征 意

义。它不仅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有益

元素，更为重要的，它代表着家、代表着

根、代表着童年。无论义乌人走得多

远，一闻到这种甜蜜的味道，就会知道

回家的路就在前方。

义乌红糖：甜蜜的味道与回家的路
楼一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