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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肖维波专 题

垫江角雕工艺《连年有鱼》

江西景德镇手工制瓷《宝团》

木雕船模《中华巨龙》

漆线雕《红釉吉祥葫芦瓶》

掐丝唐卡《释迦牟尼》

中式盘扣制作技艺《禧》

苏扇《兰闺雅集》 汉绣《东湖印象》

乌铜走银制作技艺《暗八仙吉祥熏炉》

发源于世界屋脊的长江，日夜奔流，向浩渺的东海倾吐

着亿万年的脉脉深情，一路滋养了魅力十足的巴蜀大地，哺

育了瑰丽浪漫的荆楚人文，构筑了多姿多彩的吴越时空。

长江文化，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现实的存在，也是未

来发展的基础，是我们血脉深处的烙印。长江文化带作为

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文化板块，在它的多样性格局

下有着高度的认同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

为深入落实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展示长江流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路径，进一步彰显长江文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部非遗司为支持单位，由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湖北省文化厅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武汉市文化局、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湖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第二届长江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展”将于 10 月 13 日至 17 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本届非

遗大展主题为“长江文明 非遗风采”，主会场设在武汉国

际会展中心，同时在武汉市 13个区设立分会场。

这是长江流域 15 个省区市的 500 余项非遗、1000 余位

传承人、2 万余件非遗展品向世界观众的一次集中展示，也

是向党的十九大献上的一份厚礼。

非遗“武汉模式”创新发展。作为华中地区大型旅游

文化企业，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肩负社会责任，首开先

河，提出“政府引导、企业运营、传承人参与”的“武汉模

式”。截至目前，通过市场运作，有效保护和传承长江流域

非遗项目 300余项，签约传承人 600余位。此次大展是非遗

“武汉模式”的一次践行，包括 5 项专题展、3 项传统技艺竞

技活动、“双进”活动和 1个非遗论坛，旨在推进长江流域非

遗的保护和传承。

长江传统服饰文化专题展：纺织服饰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非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的传统纺

织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的有数十项被列入国家级

非遗名录，如重庆荣昌夏布、瑶族织锦等传统织造技艺；贵

州蜡染、南通蓝印花布等传统染整技艺；汉绣、湘绣等传统

刺绣；上海龙凤旗袍手工制作技艺、畲族手工布鞋制作技

艺等传统服饰制作技艺；藏族、苗族、彝族、土族等不同民

族的服饰民俗。纺织服饰非遗以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成

为传递情感的艺术符号，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个体情感和素

朴的个人审美价值。

长江传统饮食文化专题展：长江文明中的饮食文化根

深叶茂，源远流长，是中华饮食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里食源广博，名菜、名点、名茶、名酒荟萃。以巴蜀

为代表的长江上游地区饮食文化、以荆楚为代表的长江中

游地区饮食文化和以吴越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饮食文

化，构成了长江饮食文化的主体和轴心，风味万千，齿颊生

香，脍炙人口，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质和鲜明的中国气派。

近现代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变化，丰富

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带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进程。

第二届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期间，武汉市还将举

办第二届煨汤技艺大赛。

长江传统中医药文化专题展：展示长江流域 15 个省区

市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除有汉族中医药

非遗项目外，还有藏医药、苗医药、傣医药等少数民族传统

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传统医药膏、丹、丸、散的精

巧制作工艺，亦有医疗、针灸、推拿、保健养生拳法等精彩

方法。这些中医药项目虽各具特色，但是都秉承了传统医

学理论，而且其精神内核都表现出相同的品质，那就是“大

医精诚”。

长江传统手工技艺综合展：展示那些以双手与简单工

具配合所产生的、且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传统手艺，按

照青藏、云贵、巴蜀、荆湘、赣皖、吴越、沪上及闽粤 8个文化

区域，展示长江流域雕刻、陶瓷、编织、漆器、金属工艺等领

域的传统手工技艺。另一方面，传统手工技艺的衰落是现

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因而手工艺的复兴必须面对现

实，响应时代需求，不断推陈出新。本次大展中很多作品

富有时代特色。同时，这些传承人还现场展示技艺。

湖北非遗研培成果展：主要展示中南民族大学、武汉

纺织大学、湖北美术学院 3 所高校实施国家非遗传承人群

研培计划成果。为了在非遗传承中发挥作用，这些高校举

办了湖北刺绣非遗项目培训班、湖北传统雕塑传承人群研

修培训班、剪纸培训班、漆艺培训班等。本届非遗大展将

采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学员们的泥塑、面塑、

石雕、木雕、刺绣、剪纸等优秀作品，呈现传承人的艺术思

想和观念，以及非遗承前启后的永恒生命。

三项传统技艺竞技活动：织绣、剪纸、漆艺是长江流域

最具特色的三类非遗项目。本届非遗大展组织不同地域、

不同流派的织绣、剪纸、漆艺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比武”，

以技艺对话、用作品交流。

“双进”活动：在武汉市内设 13 个分会场和若干个活动

点，集中开展非遗文化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尽可能让各类

人群对非遗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

一个非遗论坛：邀请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非遗

保 护 专 家 ，围 绕“ 传 统 工 艺 的 创 新 性 发 展 ”主 题 进 行 讨

论，引导非遗传承人对非遗项目进行思考，关注非遗文

化的未来。

与上一届不同的是，在本届非遗大展上，武汉市将设

独立展示板块，共有 31 个非遗项目参展，包括汉绣、武汉泥

塑、武汉剪纸、汉派木雕、武汉热干面、马应龙制药、叶开泰

制药等，是参展项目最多的一个地区。同时，武汉市 13 个

区及市直相关单位还将设分场，集中开展非遗进社区、进

校园活动。

长江非遗小镇将首次亮相本届非遗大展。长江非遗

小镇由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和黄陂区人民政府共同打

造，规划占地 8100 余亩，总投资逾 350 亿元，拟打造一个集

非遗文化、非遗旅游、非遗产业于一体的国家级特色小镇

与世界非遗文化旅游胜地。

本届非遗大展设计理念颇具匠心。一是突出长江文

明主题。通过长江流域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展示长江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瑰丽斑斓；同时，通过千余名非遗传承人，讲述长江传

奇故事。二是突出传统工艺特色。通过长江流域传统美

术、传统技艺、传统中医药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展示长江流

域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和高超水平。三是突出非遗的生

活性。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物、艺、境的密切关系，

展示非遗的生活性。四是突出非遗的创新性。通过长江

流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能力与实践成果，展示非遗

保护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五是突出非遗保护的

参与性。通过互动体验及非遗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活动，

展示非遗保护的参与性。六是突出传承人的主体地位。

把传承人放到突出位置，尊重传承人、推崇传承人。一方

面展示其精彩绝伦的看家绝活、拿手好戏，另一方面，让他

们讲述非遗保护的生动故事与工匠精神，从而唤起广大民

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仰与尊崇。

在这些理念的支撑下，本届非遗大展可谓亮点纷呈，

有很强的参与性和观赏性。

览 长江流域 15 个省区市 500 多个非遗项目，精品云

集、琳琅满目，可观赏、可购买、有优惠。

品 长江流域非遗美食汇聚，尝遍美食，还可集赞领取

礼品。

赏 长江 流 域 传 统 服 饰 文 化 ，各 民 族 精 美 服 饰 现 场

走秀。

享 现场感受长江流域传统中医药文化及诊疗手法、

中药炮制技艺等。

学 传承人工匠精神，三大高校联袂参与展示湖北非

遗研培成果。非遗课堂一天两场，非遗老师现场授课，免

费学习，每场预约 20人。

秀 三类非遗技艺竞技。15 个省区市不同流派的剪

纸、织锦、漆器非遗大师同台竞技。

论 围绕“传统工艺的创新性发展”主题进行讨论，感

受思想的火花。

玩 各色互动活动，全民换装秀、美食大召唤、环游集

章游等有趣好玩。剪纸、织锦、漆器三大类非遗传承人现

场竞技，连线大舞台互动，每天两场。还有有奖知识问答，

各色缤纷好礼送给观众。

（撰稿：李协萍 王建军 刘恋 王克勤 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