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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定位：构建晋中市与全国在传统手艺/手艺品保

护、传承、开发、展销以及文创产业领域互利共赢、交流合

作、竞争开放的长期合作平台。

主办单位：中共晋中市委、晋中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市文化局、晋中市文

化旅游发展委员会

执行单位：晋中市群众艺术馆

项目内容：本次博览会融展览、展演、互动、研讨于一

体，力求构建晋中市与全国在非遗保护、传承、开发领域交

流合作的平台，主要内容如下：

（一）精品展览（8 月 29 日—9 月 3 日）。以晋中市非遗文

化项目和产品为主要内容，吸收全国各地的精品非遗项目，

集中展示交流，分为“巧夺天工”雕塑区、“锦绣前程”织绣

区、“独具特色”民艺区、“匠心独运”美食区、“能工巧匠”高

校创意区、“锦上添花”特展区、“魅力四射”晋中展区、“贴近

生活”互动活动区等。

（二）高峰论坛（8月 29日、9月 1日）。集聚非遗保护、文

化生态、手工艺领域的专家学者、传承人等，为弘扬工匠精

神和推动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探

讨非遗文化与文化生态的发展前景。

1.非遗保护与现代文化论坛

时间：2017年 8月 29日 14∶00—17∶00

举办地：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2.手艺走进现代生活论坛

时间：2017年 9月 1日 14∶00—17∶00

举办地：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三）互动体验。开展文化艺术素质培训、工作室开放、

“金手指”手工技艺作品评选活动。其中，“金手指”评选活

动面向全国各地各族从事传统手工艺创作的艺人、专业院

校学生、设计爱好者，从事非遗手工技艺产品开发的企业以

及相关创意设计工作室，各大策划企业、机构等，征集雕塑

类、编织类、织绣类、家具器皿类、绘画类、戏具类参赛作品，

通过手工艺人现场制作、启动全民参与的活动方式进行现

场投票和专家评审投票，授予获奖者荣誉证书。

（四）互动活动。包括考察晋中民间文化艺术、非遗展

演、精品手工艺展示等。

（五）象征仪式。包括活动开幕式、颁奖仪式等。

联系人：郝剑

联系电话：18035407290

晋中市位于山西中部，是中华文

明发祥地之一、著名的晋商故里，历

史悠久厚重，文化遗存丰富。在漫长

的岁月里，商贸兴旺、经济繁荣发展，

让这里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

文化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 年，文化部批准成立晋中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区以晋中为主

区，又以晋中榆次、祁县、太谷、平遥

为核心地，涵盖太原 4 个县、吕梁 4 个

县。这一方面足以说明晋中市非遗

的丰富性、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说明

晋中市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

2011 年，晋中市成立了非遗保护

中心，2012 年，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正式运行。2015 年，晋中市被列

入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建名单，进一步推动了全市非遗保

护与传承工作。

几年来，根据晋中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总体规划和国家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的要求，晋中市

通过对保护区内文化资源进行细致、

规范、深入的调查研究；聘请相关专

家，成立市级非遗评审专家组；制定

《晋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晋中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习场所运行管理办法》等，健全

了非遗保护机制。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晋中市非

遗保护成效明显。目前，全市共有国

家级非遗项目 19 项、省级 75 项、市级

193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2

人、省级 105 人、市级 307 人；出版各

类非遗图书 21种；建成国家级非遗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1 个（位于太谷县

的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省级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 2 个（分别是平遥县

薛生金漆艺研发有限公司、位于太谷

县的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5 个县

级非遗综合传习中心，介休、榆社两

县的传习中心正在建设中。2016 年，

通过摸底、调查，晋中市登记在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所、传承基

地和展示馆达 83个，整理保存了大量

与非遗有关的实物及信息，为非遗更

好地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挖掘：保护非遗成果显著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其无形

性、动态性特点，记录保存显得尤为重

要，特别是对一些濒危项目。晋中市

文化局对国家、省、市三级非遗项目逐

一建立了专门档案。收集工作遵循动

态收集的原则，结合“乡村文化记忆工

程”，发现一项、记录一项、登记一项、

建档一项。首先将收集到的资料内容

按照类别分类归档，根据项目信息的

收集地点和项目所在乡镇、流传区

域，以乡镇为单位分别建档；对于申

遗项目，按照项目级别建档；对于一

些濒危项目、重点保护项目，单独建

档 。 严 格 遵 循 非 遗 档 案 的 形 成 规

律，保持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使零

散的档案材料系统化、规范化。

近几年，通过记录和保存，晋中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取得大量抢救

性记录成果，通过搜集文字、图片、录

音、录像等资料，建成了市级以上非

遗项目资料全面、立体的记录保存体

系，全面记录了项目的表演、技艺特

点和生产过程，形成了具体的操作模

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山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工作规范和技术

标准（实行本）》。

为了更好地推动公众了解、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晋中市相继出版了

《昔阳拉话》《榆社霸王鞭》《寿阳傩

舞》《三晋王氏妇科》《左权小花戏》

等 20 余部非遗图书。目前，正在编

写《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口 述

史》《晋中传统医药》《晋中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图典》《晋中文化生态保护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名 录 图

典》等 17 部 书 籍 ，全 面 记 录 非 遗 项

目的表演、技艺特点和生产过程。

传承：让非遗后继有人

如今，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位于

晋中学院的晋中文化生态研究中心

非遗展览馆异常火爆。非遗传承人

制作的平遥漆画《唐宫伎乐图》、精美

的和顺刺绣、祁县的人工吹制玻璃器

皿、左权县的将军布老虎等精美绝伦

的非遗作品，吸引周围院校的大学生

和当地民众前来参观。该中心副教

授、博士钱永平介绍，展览馆是响应

国家“非遗进校园”号召的成果，于

2014 年筹建。馆内展品及活动涵盖

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传

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类别。

“非遗进校园”作为最具影响力

的非遗传承方式之一，晋中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连续多年坚持举办相关

活动。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目前，晋

中市的左权小花戏、榆社霸王鞭项目

已进入中小学课堂，祁太秧歌进入太

谷县中小学第二课堂，山西农大信息

学院已将形意拳作为大学生选修体

育项目，平遥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与县职业中学联合，建立传统技艺

传习培训基地，配合文化部、教育部

完成了“平遥推光漆髹饰技艺进教

材”工作。

与此同时，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内各市县通过政府扶持和引导，

建设专题博物馆或传习所等非遗保

护基础设施，鼓励传承人带徒授艺，

使非遗后继有人。目前，在晋中，有

的非遗项目以村落传承方式吸引了

本村年轻人参与，如国家级非遗项目

榆次南庄架火；有的非遗项目以企业

公司员工培训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

的传承人，如国家级非遗项目安宫牛

黄丸传统制作技艺；有的非遗项目以

父子相传方式实现了代际接续，如国

家级非遗项目平遥漆器髹饰技艺。

为有效提升工艺美术类非遗传

承人的设计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晋

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各市县还

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加山西省

非遗促进会组织的“让手工技艺活起

来”等系列学习培训，参加山西大学

承办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

晋中市文化局还积极组织非遗

传承人参加各级、各类展示和展览活

动。左权小花戏、左权民歌传承人不

断走进大学进行表演，祁县戴氏心意

拳重要传承人穆金桥走进清华大学

教授拳术，灵石县灵尚刺绣联合北京

林业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展开刺绣体

验活动，受到广泛欢迎。近年来，在

北京、深圳、济南等地举办的文化类

博览会上，晋中市传统医药、工艺品、

饮食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备受瞩目，

市场潜力不断释放。

推广：让更多人了解非遗

以人为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活态文化，传承人是主要因素，而更

好地传播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非

遗、接受非遗、享受非遗，才能真正

赋予非遗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这

几年，晋中市从市到县区策划组织

了一批有分量的会展和大赛，开展

宣传普及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比如

晋中市手工技艺大赛、祁太秧歌大

赛、剪纸大赛等，通过现场演示、评

比等方式，全方位展示晋中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内手艺人匠心之下的

文化创造力，扩大了非遗项目的影

响力。特别是 2014 年 2 月、2015 年 8

月，晋中市连续举办两届手工技艺

作品大赛和展示活动，几百名民间

工艺高手带着各自的作品同台展示

技艺，几千件特色手工艺品引人关

注流连。两次大赛共吸引 30 余万人

参观，销售作品 5000 余件，销售金额

达 1300 余万元，为全市手工技艺的

发展与传承找到了合适平台，也为

晋中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策划、设计

手工技艺大赛和展览的经验。

与此同时，晋中市挖掘整理优秀

传统剧目，让其重登舞台，让优秀传

统文化重放异彩，也让更多群众享受

优秀传统文化。市级院团复排了《齐

王拉马》《打金枝》《游西湖》《下河东》

等 10部传统晋剧；太谷县对祁太秧歌

进一步挖掘整理，恢复排练《刘三推

车》《双唤妹》《三婿拜寿》等 7 个传统

祁太秧歌剧目，左权县复排了《打秋

千》《打樱桃》《放风筝》等 15个深受群

众喜爱的优秀传统小花戏剧目。

推动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将非遗

文化逐步引入旅游市场，是晋中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非遗宣传普及工作的

一大亮点。平遥古城是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旅游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

走进古城，主街道两侧商铺现场展示

销售的漆器、布鞋、剪纸、木版年画等，

让中外游客爱不释手。汇集展示平遥

牛肉、平遥推光漆、平遥宝剑制作等项

目的大型博物馆（展览馆）内人头攒

动；平遥非遗手工技艺项目一日游已

经成为游客游古城的必选项目。非遗

项目的巨大魅力，不仅为古城增加了

灵动和生气，丰富了旅游业态，也让博

大精深的非遗文化得以鲜活呈现，使

之“活”了起来、“动”了起来。

守住筋骨肉 传承精气神
——晋中市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王焕伟

“爱上晋中”·2017年手工技艺博览会
2017年 8月 29日—9月 3日

相约山西省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热诚欢迎八方宾客莅临

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全面展示建设成果，推进晋中市非遗保护与传承，大力倡导工匠精神，提升晋中文化综合实
力，扩大晋中知名度，以实际行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山西省晋中市拟在连续两年举办“晋中市手工技艺大赛”
的基础上，举办“爱上晋中”·2017年手工技艺博览会。

博览会日程安排

日 期

2017.8.29

2017.8.30

2017.8.31

2017.9.1

2017.9.2

2017.9.3

具体事项

开幕式

“金手指”手工技艺作品评选

非遗保护与现代文化论坛

展览互动活动之“心灵手巧”亲子手工

工作室开放（葫芦雕刻）

文化艺术素质培训

晋中特色文化考察（考察“三雕”艺术）

展览互动活动之“旧物改造”

工作室开放（剪纸）

工作室开放（绘画）

手艺走进现代生活论坛

展览互动活动之“绿色生活”陶瓷绘画

颁奖仪式

具体时间

10∶30—11∶00

14∶00—17∶00

14∶00—17∶00

9∶00—12∶00

9∶00—18∶00

9∶00—18∶00

14∶00—18∶00

9∶00—18∶00

9∶00—18∶00

9∶00—18∶00

14∶00—17∶00

9∶00—12∶00

16∶00—17∶00

地 点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文化体验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榆次老城、常家庄园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文化体验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文化体验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晋中市晋商文化会展中心

非遗产品 非遗展示 非遺传习 非遗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