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2 月，

“丝绸的记忆——中国蚕丝织绣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展”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

◆1 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年俗文化展示周”在北京石景山体

育馆举办。

◆3 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调

整和重新认定部分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

通知》，对鼓舞（花钹大鼓）等 121 个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

位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

◆4 月，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公示，59 家企业

和单位入选。至此，文化部共命名

了两批 100 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6 月，“文化遗产日”期间，各

地以“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为

主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

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遗司和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城镇化进程中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京

举行；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发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知

识网络答题”活动。

◆6 月至 7 月，由文化部主办，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联合承

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

版成果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10 月，第三届中国非遗博览

会在山东济南举办，博览会以“非

遗：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主题，共有

700 多个非遗项目参展，其间还举

行了非遗产品交易、创意衍生品和

非遗保护创新成果展等活动，展现

全国非遗保护成果。

◆11 月，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扩展项目名录公布。

2014非遗大事记
2014 年 8 月，苏绣、徐州香包、南京云锦

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等项目的传承人于青

奥会举办期间在南京博物院大秀绝技；11月，

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剪纸、雕漆、景泰蓝等

非遗项目亮相颐和园、国家会议中心……非

遗为何会频频在国际重大活动中亮相，回顾

2014年的非遗保护工作便会找到答案。

2014 年，人们保护非遗的自觉意识越来

越强。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遗是展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它们

的多样化展示，可以为重要的国际性活动赋

予鲜明的中国印记，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推动

非遗走进当代百姓的生活。

加强代表性项目管理
建设非遗保护利用设施

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评

审与正式公布，无疑是 2014 年非遗保护工作

的重点工作之一。展现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典

范的孟母教子传说，传达中华民族知音文化

的伯牙子期传说……许多反映中华传统美

德、与传统农耕文明和民众日常生活联系密

切的非遗项目榜上有名。

据参与评审的专家透露，第四批非遗名

录的特点就是突出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的传承，强调科学保护、弘扬民族优秀非遗

项目。虽然此批名录最终公布的入选项目

比前三批都少，但评审要求越来越高，入选

的项目要能充分体现代表性项目所应具备

的文化内涵。

为加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工

作，2014 年 3 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调整和

重新认定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决定对鼓舞（花钹大

鼓）等 121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

单位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从 2012 年开始，

文化部就启动并实施了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化管理。2013年初首次

下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和认定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通

知》，对 433 个第一、二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保护单位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认定。加上

本次，目前文化部共计已对 554 家项目保护

单位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认定，其中由于履责

不力、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具备履责能力

和条件等原因而进行实质性变更的有 300 余

家。此次调整和重新认定工作标志着文化部

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化管理

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无论是新一批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公布，

还是对项目保护单位的调整，两项工作的推

进都强调了对代表性项目管理工作的强化。

严格地把控“入口”与动态化地“退出”管理机

制将更有利于督促和推进对代表性项目的保

护。此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的精神，文化部非遗司还重点起草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

法》。据悉，目前该《办法》已完成初稿，正在

征求各方意见。

在传承人的评选方面，2014年，一些地区

推出了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2014 年 12 月，

在浙江省温州市公布的第三批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群体名单中，10个代表

性传承团体、18 个代表性传承群体首次得到

官方认可。这是国内率先将非遗传承由个体

概念扩展至团体和群体的一次地区性实践，

这种遵循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为

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缺少非遗传承展示场所一直是非遗保护

工作中的一块短板。2014年，在各方的积极争

取下，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

联合印发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

施建设实施方案》，一批具有较好传承潜力、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但目前面临一定

突出困难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被选拔出来并给

予了支持，以改善其保护、传承、利用的设施条

件，促进保护传承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经组织专家评审，国家发改委将 96 个建

设项目纳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非遗保护利用

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库，并下达了 2014 年度中

央预算内投资 2.099亿元，对河北、山西、西藏、

内蒙古等 21个省区的 30个非遗设施建设项目

进行了补助。专家指出，对于非遗保护利用设

施的建设就是为非遗找到扎根人们生活的土

壤，让非遗活动更加生活化、常态化，让非遗保

护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效应。

生产性保护有效推进
社会参与意识更强

2014年，生产性保护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传承人、商家都更为

关注非遗产品的应用、设计，许多极富创意的

非遗产品、衍生品已走进百姓生活。

2014 年 10 月 10 日，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山东省文化厅、济南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三

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

幕。博览会以“非遗：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主

题，突出展示了许多非遗衍生品。重庆壹秋

堂推出的夏布围巾、桌旗、笔记本，陕西宝鸡

传承人薛亚兵以社火脸谱为元素制作的文化

衫等均受到了观众的青睐。

对于非遗的挖掘整理、研究设计，学界一

直不遗余力，为各地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智

力支持和专业指导。2014 年，这种科学的合

作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14 年 7 月，为

充分发挥高校学科和人才密集的优势，江苏

省文化厅命名了南京大学等 14 家单位为首

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此外，江苏省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与贵州省雷山县还积极探索校地合作。由

美院的师生赴雷山采风，在对其非遗进行系

统调查和研究后，设计出苗族银饰、苗族服饰

等作品提供给雷山地区的非遗传承人，再由

其制作出成品。这种合作不仅让师生们汲取

了创作灵感、让传承人富了口袋，也让苗族文

化走出了大山。在此方面还有西藏林芝地区

的探索也值得一提，为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

一个由设计师组成的学术团队，为林芝地区

传统工艺项目提供了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不失

文化情怀的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使当地民众在不脱

离日常生活的状态下从事非遗产品生产，自

主性很强，实现了非遗传承与遗产所有者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

2014 年，社会各方力量主动参与非遗保

护的意识更强，民间组织、志愿者社团活动更

为活跃。2014 年 6 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三届

“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和“中

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颁奖仪式在

京举行，除汪世瑜等 60 位杰出的非遗传承人

获“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外，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获

得首次设立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

献奖”。这一奖项的设立，进一步激发了社会

各界保护非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走进国际视野
展示中华文化

在过去的一年里，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代表，在各类国际性重大活动和会

议中崭露头角，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张

亮丽名片。

2014年 4月于北京举行的“2014年中国—

东盟文化交流年”、2014 年 9 月在陕西举行的

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重要的国际文化

活动中，非遗展览作为“打头阵”的文化交流

活动备受关注。南京青奥会期间，中国文化小

屋在青奥村内最早对外开放，屋内不仅有剪

纸、篆刻、泥人面塑、戏剧脸谱绘制等现场展

示，还有古筝演奏、京剧演出等，精彩的活动让

各国代表赞不绝口。北京 APEC会议期间，主

办方在人民大会堂、颐和园、首都博物馆等都

设有非遗展台，传承人的现场展示让外宾直观

地体验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014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活动中，

非遗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太极、书法培训受热捧，中国传统年节、

民俗活动得到了广泛传播。

2014 年 6 月 25 日，第 48 届美国史密森民

俗节在华盛顿开幕。中国首次以主宾国的身

份参加并举办“中国：传统与生活的艺术”主

题活动，超过 100 万民众到场参观。这是近

年来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民俗

艺术对外交流活动。108 位民间艺术家作品

的集中展示，让美国观众领略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丰富内涵。

2014 年 11 月 28 日，“历届首尔中国文化

中心优秀学员书法展”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

开幕，展览展出了近 40 幅文化中心书法班学

员的精品之作，充分展示了首尔中国文化中

心历届书法学员的风采。

2014年是文化部“欢乐春节”活动举办五

周年。在 2014 年新春佳节期间，共有 112 个

国家和地区的 321 个城市，累计开展各类春

节文化活动 570 起，现场参与观众逾 7000 万

人次。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感

受到春节的喜庆气氛。

规范区域性整体保护
探索总结科学保护经验

区域性整体保护，是指从保护区特定文化

形态的全局角度认真研究生态环境，分析非物

质文化遗产及与其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分

布、特色与作用，将人、文化遗产、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整体性保护。

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就是推进

区域性整体保护工作的一种实践探索，自2007

年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以来，已走过了 8

个年头。2014 年，又批复设立了格萨尔文化

（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

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

（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截至目前，共设立了 18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

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一次非遗保护实践，并没有十分

充足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各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在基于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摸索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比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自设立以来，

保护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不断健

全。福建省文化厅编制的《闽南文化生态保

护区总体规划》，于 2014 年 4 月正式公布实

施。在深入调研和评估论证的基础上，福建

分两批公布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 41 个示

范点和 9 个示范园区，引导和推进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区的规范化建设。

河北、江苏等地分别设立了省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科学管理和

有效运行总结了一些经验。截至目前，河北

省 共 设 立 了 11 个 省 级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建设保护区需要对区域内的非遗项目、

物质文化遗产、民俗事项以及自然景观等多

个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需要多个政府部门

分工配合。比如，河北井陉太行民俗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地处山区，历史上遗留了许多

与火有关的非遗项目，如每年正月举行“老虎

火”民俗烟火表演等。但举行这一活动与当

地自然资源管理的相关条例相违背，为此文

化部门积极协调公安部门等部门对这项传统

民俗活动的举行给予支持，对此类问题给予

了动态性的协调管理。

实验区的设立在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

衡和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推进过程

当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实验区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组织与协调机制不健全

等原因，致使实验区建设发展迟缓。为解决

这些实际问题，2014年，文化部以课题研究形

式委托专家起草了关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建设的评估办法，以便正确指导和规范实

验区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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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 河 北 记 者 李 秋

云 实习记者杨国勇）由河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管理、运营

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

公众账号日前正式开通。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微

信 公 众 账 号 由 新 闻 资 讯 、非 遗 课

堂 、数 字 体 验 馆 等 5 个 展 示 功 能

组 成 。 其 中 ，新 闻 资 讯 板 块 集 中

刊载了河北非遗保护工作的新闻

资 讯 和 热 点 话 题 ；非 遗 课 堂 板 块

主要介绍了河北非遗保护的有关

政 策 和 举 措 等 ；数 字 体 验 馆 板 块

由在线欣赏和数字博物馆两部分

组 成 ，通 过 展 示 优 秀 非 遗 项 目 的

制 作 过 程 、表 现 形 式 ，为 广 大 微

信用户更加直观地认知非遗提供

平台。

融入当代生活 走进国际视野
——2014非遗保护工作回眸

本报记者 王学思

北京：非遗展演贺新年
本报讯 （驻北京记者李雪）作为

相声、京韵大鼓、单弦等多个国家级非

遗项目的传承保护单位，日前，北京歌

剧舞剧院曲艺团以“非遗今韵 开泰盛

元”为主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开展了连续 5天的贺岁展演。

首演当晚，相声专场《笑满京城》

首先开启了贺岁展演的欢乐之门，青

年相声演员何云伟、李菁领衔出演，以

一段《说马唱马》为甲午马年画上了精

彩的句号。与此同时，《天仙配》等相

声新段和《打灯谜》等传统相声轮番为

观众奉上精彩的笑料包袱。

此次贺岁展演还安排了京韵大鼓

专场《曲韵飘香》、牡丹奖得主汇报专

场《花开盛世》等。除了鼓曲名家种玉

杰等登台贺岁，一大批青年鼓曲演员

也依次亮相。

河北开通非遗微信公众账号

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开幕式上广西代表团在展演壮族定音铜鼓。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各 地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省群艺馆、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联合发起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学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

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

会长、副会长等职务，并通过了《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会章程》，明确了业

务范围。在接下来的工作开展中，河南

省非遗学会将主要通过加强非遗理论

研究和资料整合、组织学术讨论、培养非

遗保护人才等多种措施，推动非遗研究

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的非

遗保护意识，探索非遗保护的有效途径。

该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学会将秉

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理念，

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多省间文化

交流等活动，保护和发展河南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秦 华）

河南成立非遗保护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