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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让好家风代代相传
——上海嘉定举办“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展”

张 伟 本报记者 洪伟成

资 讯

云南公布第四批省级非遗名录

天津“煎饼果子”入选市级非遗

北京培养濒危手工艺传承人才

6 月 11 日晚，尽管黄梅天的雨时

急时缓不肯停歇，依旧挡不住那些热

爱传统音乐的观众的脚步。在位于

浙江省杭州市郊的浙江音乐学院大

剧院内，曲调明快的《江南丝竹》，高

亢 中 不 乏 委 婉 、清 亮 中 又 显 甜 美 的

《乐清撞歌》，豪爽粗犷的《舟山渔民

号子》……令聚精会神欣赏节目的观

众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爱好音乐的张乃宁特意从市区

赶来看演出，他说：“嵊州吹打有气

势，让人很受鼓舞；越窑青瓷瓯乐有

特色、有创意，可以再发掘、创造，增

加用青瓷制作乐器的品种。”这场由

浙江省文化厅主办，浙江省非遗保护

中心、浙江音乐学院、浙江省非遗保护

协会承办的“非遗薪传”浙江传统音乐

展演展评活动颁奖晚会为此次展演展

评系列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晚，高如丰、楼正寿、朱大祯等

7 位对浙江传统音乐传承发展做出特

别贡献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被授予“浙江传统音乐特别贡献奖”，

江南丝竹《欢乐颂》等 11 个节目荣获

“非遗薪传”浙江传统音乐展演展评

活动“薪传奖”，缙云丝竹锣鼓《花头

台》等 11 个节目荣获“优秀入选奖”，

渔工号子《阿拉抲鱼人》等 6 个节目荣

获“最具人气奖”。

舞台上，当缙云县长坑小学五年

级学生陈敏杰接过 81 岁高龄的国家

级非遗项目“舟山锣鼓”的代表性传

承人高如丰手中的莲花灯，喻示着非

遗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星星点

点的烛光中，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2007 年，高如丰组织起一支原生态舟

山锣鼓队伍，10 年后，他用舟山方言

道出的质朴话语久久回荡在观众们

的耳边：“要尽一切力量培养好接班

人 ，把 我 们 的 舟 山 锣 鼓 一 代 代 传 下

去，发扬光大。”精瘦干练的高如丰当

晚还参与了舟山锣鼓《海乡鼓韵》的

演出，老当益壮，令人钦佩和动容。

取自婺剧音乐、由长坑小学音乐

老师马鑫飞带领 18 名小学生表演的

缙云丝竹锣鼓《花头台》，激情洋溢、

风采无限。9 年前，马鑫飞毕业于浙

江丽水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长坑小

学是我的母校，大学毕业后我想着要

为家乡做点事，就回母校担任音乐教

学工作，也算为缙云传统音乐的保护

和传承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长坑小

学副校长周来杰告诉记者，学校主要

以 民 乐 为 突 破 口 发 展 艺 术 教 育 ，于

1992年组建了民乐队，现在学校近 500

名学生每个人都会一件民族乐器。

28 岁的包佳丰是嘉善县人，2011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电子商务方面的

工作。对音乐情有独钟的他，这些年

也会参加送戏下乡活动。一年多以

前，76 岁的嘉善姚庄镇老田歌手谢春

梅发现包佳丰是个不错的田歌苗子，

就收他做了徒弟。在这次颁奖晚会

上，师徒几人共同演唱的一曲原生态

田歌《搡水草》，不仅传唱出劳动人民

淳朴真诚的情感，更唱出了江南水乡

的独特韵味。“我会坚持跟老师学这

些音乐，让更多人喜欢、传唱我们的

田歌。”包佳丰说。

沐浴了熊熊烈火，随着龙窑的打

开 ，一 件 件 冰 清 玉 洁 的 秘 色 瓷 器 诞

生，窑工们为自己的智慧骄傲，为自

己的汗水感动，为自己的成就狂欢。

瓷器成为他们手中的乐器，演绎着天

然的旋律。一曲《越·瓷风》自然淳

朴、清丽典雅。慈溪市文广新局的朱

利 昀 告 诉 记 者 ，越 窑 青 瓷 瓯 乐 简 称

“瓯乐”，又称为水盏之乐，它是用陶

瓷土制成的乐器和器皿进行音乐演

奏，并以“越瓯”为主奏乐器的一种艺

术表现形式，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及独特典雅的艺术风格深受国内外

观众喜爱与赞赏，充分凸显着民族文

化瑰宝的无限魅力。

浙江传统音乐方面的专家施王

伟对记者说：“没想到这台节目这么

精彩，真是惊喜！”

据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项目部

主任许林田介绍，本次展演展评系列

活动既有“非遗薪传”浙江传统音乐

类节目评选、传统音乐（器乐、声乐

场）展演，又有“非遗薪传”浙江传统

音 乐 展 演 展 评 活 动 颁 奖 、综 合 场 展

演，还有浙江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征文

评奖、研讨、讲座等活动，特别邀请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田 青 在 浙 江 音 乐 学 院 进 行 了 题 为

《“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的讲座。

据了解，浙江有浙派古琴艺术、

畲族民歌、楼塔细十番等 13 项列入

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音乐类的项目，

绍兴清音班、昌化民歌等 44 项传统

音 乐 类 项 目 列 入 浙 江 省 级 非 遗 名

录。自 2011 年开始，浙江省先后组织

开展了青瓷、石雕、抽纱刺绣、根雕艺

术、金石篆刻、宝剑锻制技艺、纸艺扇

艺、传统戏剧的“非遗薪传”系列展评活

动，通过每年“非遗薪传”系列活动的展

示展演、作品评选等，积极探索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传承途径，并

借此推进非遗项目的交流、提升非遗

传承人的专业水平，打造了诸多体现

地域文化特色的非遗品牌。今年 3月，

浙江省文化厅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开

展“非遗薪传”——浙江传统音乐展演

展评系列活动的通知》，全省各地文广

新局认真组织发动，各地非遗保护中

心积极落实，共推荐上报传统音乐节

目 54 个，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对参评对

象和材料进行审核；5 月初，又组织评

审专家对参评节目进行初评、复评，筛

选出 22个节目参加浙江传统音乐展演

展评，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还组织传

统音乐专家对舟山锣鼓、嘉善田歌等

节目进行了专业的指导。

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表示：

“我们将充分利用好本次展示展演活

动的成果，进一步探索浙江传统音乐

类非遗项目科学有效保护和传承的

途径，为促进全省传统音乐项目的有

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推进非遗事业的

全面发展而不懈努力。”

钱学森、钱其琛、钱穆、钱伟长……

你也许不知道，这些闻名遐迩的国之

栋梁、行业翘楚，都来自于同一个“钱

氏家族”，受益于同样的家风家训和

家教。

在 全 国 首 个“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期间，为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家教，

推动上海市级非遗项目“钱氏家训及

其家教传承”的活态传承，“钱氏家训

及其家教传承展”日前在上海嘉定区

文化馆展出。

“历代钱氏后裔通过各种方式，

不断地丰富着《钱氏家训》的内涵，以

此作为教育族人、团结族人、奉献社

会、报效国家的信条。希望自己的后

代能仁德为善、多做好事，包容忍让、

勇于担当，顺应时代、开拓创新，忠厚

老实、克勤朴素。先辈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作为见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的子孙，使后辈们将家训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会

长钱成锡侃侃而谈。

2013 年，“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

承 ”入 选 上 海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此次展览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展”选

择在嘉定展出，一方面源于嘉定钱氏

家族历来人才辈出，钱大昕、钱大昭、

钱其琛等皆为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另

一方面，嘉定素有“教化之城”的美

誉，对优良家风、家训的研究和传承

历来十分重视。选择在嘉定办这个

展，是期望借疁城 800 年历史的文气，

与优秀家风家训的传承主动对接。

上海钱氏最早有清代乾嘉学派

代表人物、嘉定人钱大昕，随后钱氏

后人不论出生在上海，还是工作在上

海 ，都 积 极 传 承 家 训 并 因 之 受 益 良

多。这一点在“科学三钱”身上体现

最为明显。钱学森出生在上海，钱伟

长长期在上海工作，钱三强也多次来

沪，最后归葬于上海。此外，出生于

上海的还有外交家钱其琛、水利专家

钱正英等；曾在上海工作的大文豪钱

钟书、书画家钱君匋等。他们各自事

业上的成功，均离不开良好家风家训

带来的教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钱氏家

训》起源于吴越王钱镠的言行，经过

1000 多 年 的 宗 族 传 承 ，融 入 了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华 ，汇 聚 了 千 年 家 族

教 育 的 心 得 ，成 为 了 一 部 系 统 的 家

庭 教 育 纲 领 ，对 今 天 的 家 庭 教 育 仍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吴越王钱镠

出身寒微，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学，

注重教育，因此后代学风极盛，历朝

历代钱氏家族中出举人、进士无数，

近现代更是出现了钱姓人才“井喷”

的 奇 特 现 象 。 据 统 计 ，近 代 以 来 钱

氏家族涌现出“一诺奖（钱永健），二

外 交 家（钱 其 琛 、钱 复），三 科 学 家

（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四国学

大 师（钱 基 博 、钱 钟 书 、钱 玄 同 、钱

穆），五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钱

学森、钱伟长、钱正英、钱运录），十

八两院院士（钱骥、钱易等）”的光辉

纪录，其中还有不少是父子档、兄弟

档、叔侄档。当代钱氏家族中，仅科

学院院士国内外就有 100 多人，分布

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次展览即

分别从“千年家训”“核心价值”“弘扬

传承”3 个角度，全面地展示了自吴越

王钱镠以来，钱氏家风家教的千年传

承脉络。

“我觉得钱氏家族名家辈出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源于这个家族千百年

来形成的家风家训，《钱氏家训》中

‘修齐治平’的思想内涵是钱氏后人

必须遵循的人生指南，引导着他们一

代接一代地不断攀登人生和事业的

高峰。 看 了 这 次 展 览 我 也 很 受 启

发。”正在观看展览的一位中年男士

对记者说，《钱氏家训》倡导爱国、为

天 下 谋 福 利 ，钱 王 一 生 确 定 的 三 件

大事即“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纳

土归宋”，而钱氏的人才辈出与报效

国家是有机统一的，《钱氏家训》及

家庭教育与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

也是一脉相承。

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家里的故

事，一段家庭的记忆，都是家风的载

体。“弘扬家庭传统美德，塑造和谐

人际关系，倡导良好社会风尚，是举

办‘钱氏家训及其家教传承展’的宗

旨所在。”嘉定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要创新机制，整合多种资源，鼓

励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嘉定“家文化”

的建设。

利在一身勿谋也，

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利在一时固谋也，

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聪明睿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让；

勇力振世，守之以怯；

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务本节用则国富，

进贤使能则国强，

兴学育才则国盛，

交邻有道则国安。

《钱氏家训》摘登

个人篇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

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

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

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

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家庭篇

内外六闾整洁，

尊卑次序谨严。

祖宗虽远，祭祀宜诚；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

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

勤俭为本，自必丰亨；

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社会篇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

恤寡矜孤，敬老怀幼。

救灾周急，排难解纷。

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

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

国家篇

缙云丝竹锣鼓《花头台》 骆 蔓 摄 畲族民歌《高皇歌》 骆 蔓 摄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肖依群

通讯员杨国勤）日前，云南省人民

政府公布了第四批省级非遗名录，

昆明微雕、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

一批特色非遗项目入选。云南非

遗保护部门表示，将针对此次公布

的非遗项目制定详细的保护规划，

加快落实各项保护措施，更加科学

地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瑰宝。

据介绍，此次入选省级非遗名

录的项目 165项、扩展项目 37项，涵

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

蹈、传统戏剧、食饮品制作技艺等

十大类，涉及云南 16 个州市、20 个

少数民族。至此，云南省共有国家

级非遗项目 105 项，云南省级非遗

增至 450项。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云南人口

较少的德昂族、阿昌族等均有项目

入选；食饮品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

成为一大亮点，德昂族酸茶、巧家

小碗红糖、建水汽锅鸡、丽江粑粑

制作技艺等一批餐 桌 上 的 非 遗 也

悉数入选。

鲁西南首家传统文化体验馆启用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近 日 ，山 东 省 济 宁 市 青 少 年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体 验 馆 暨“ 青 年 之

家 ”揭 牌 仪 式 在 济 宁 市 青 少 年 宫

举 行 。 活 动 由 入 泮 礼 拉 开 帷 幕 ，

学子们经过行正心路、盥洗净手、

拜至圣先师孔子、束修六礼、朱砂

开智、击鼓明智等环节，许愿尊敬

师 长 、热 爱学习，切身体验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

济宁市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体验馆由共青团济宁市委发

起成立，是鲁西南第一家传统文化

体验馆，由“儒家文化”体验区、“古

代科技”体验区、“民俗风情”体验

区、“书画艺术”体验区等特色体验

区组成，以“守护传承，守望梦想”

为宗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美德，着力培育和乐向上、崇

德向善、友爱诚信、谦逊尚礼的谦

谦少年。

据悉，济宁市青少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体验馆和“青年之家”面

向广大青少年及儿童免费开放。

据新华社消息 （记 者 周 润

健）天津市人民政府近日公布了第

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这 个 名 录 中 ，名 满 海 内 外 的 天 津

“煎饼果子”成功入选。

绿豆面、鸡蛋、葱花、油条、面

酱、辣子……天津“煎饼果子”历史

悠久，是天津最知名的风味小吃之

一，被誉为继狗不理包子、十八街

麻花和耳朵眼炸糕“天津三绝”之

后的“第四绝”。

据了解，此次新公布的第四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含了

民间文学 、传 统 音 乐 、传 统 舞 蹈 、

传 统 体 育 、传 统 技 艺 和 传 统 医 药

等类别，共计 76 项。其中传统技

艺 类 中 ，德 禄 斋 煎 饼 果 子 制 作 技

艺 、二 嫂 子 煎 饼 果 子 制 作 技 艺 和

艺 津 老 味 煎 饼 果 子 制 作 技 艺 均

“榜上有名”。

记者在这份名录中还看到，工

艺毛猴、桂顺斋京八件、津沽龙须

面、静海迷踪拳、穆式花毽等也成

功入选。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日前，

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发起的“携手

大师 传承匠心：北京濒危手工艺

传承人才培养”项目在北京联合大

学举行开班仪式。

本次培训立 足 于 北 京 联 合 大

学 教 学 资 源 ，将 现 代 教 学 模 式 用

于 手 工 技 艺 的 传 承 之 中 ，学 员 可

以通过观摩、交流、切磋、学习等，

开 阔 视 野 ，进 一 步 提 高 手 工 技

艺。此次培训除了聘请手工艺大

师 作 为 工 艺 导 师 进 行 现 场 授 课

外，还挑选理论基础扎实、教学能

力 突 出 、实 践 经 验 丰 富 的 骨 干 教

师 担 任 专 业 导 师 ，与 工 艺 大 师 组

成 双 师 团 队 ，共 同 完 成 项 目 培 训

计划。

据介绍，自 3 月举行项目发布

会以来，在社会各界自愿报名的基

础上，经过传承人与校方的共同商

讨，该项目最终录取了 24 名正式学

员 、19 名 扩 招 学 员 和 3 名 旁 听 学

员。据悉，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

间里，这些学员将跟随传统手工艺

传承人进行为期 60 天的系统培训，

表现优秀的学员有望成为这些手

工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入室弟子，成

为该项目真正意义上的下一代传

承人。

据了解，目前北京砖雕、京派

内画鼻烟壶、北京刻瓷、戏曲盔头

制作技艺等属濒危项目。

今年 72岁的郭西灿虽不能下地耕作，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

“春耕回忆”。郭西灿家住江西省万载县康乐街道北门社区，从事木工手艺已

有 50 多年。近年来，他利用木材废料制作传统农具模型，已制作出木犁、耙、

独轮车、纺车、石磨、水车等模型 200多件。这些农具模型形象逼真，有的还能

动起来。在郭西灿的精心制作下，许多上世纪 80年代以前盛行的农具再次展

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重新了解昔日的农耕风情，感受传统的农耕文化。上

图：郭西灿制作的纺车模型；下图：郭西灿制作的手摇水车模型。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