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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文脉绵长

“看，那就是咱们老家有名的潍
坊风筝，这可是国家级非遗。”展厅
里，一位来自山东的父亲指着“百
鸟朝凤”主题风筝组和以二十四节
气构成龙身的“蜈蚣龙”风筝对孩
子说。“看到家乡的非遗能够被国家
级展馆认可、被更多人认识，我感
到特别自豪和光荣。”他告诉记者。

“气象万千——中国非遗保护实
践主题展”共搭设了 6 大场景、2 条
非遗街区、8个体验互动区和15个多
媒体展项，还邀请了多位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带徒现场展演，用真实
可感的方式生动呈现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成果。

展厅里，原貌呈现的徽州地区
古戏楼颇具韵味，京剧、黄梅戏、
昆曲等 16 个戏曲非遗项目的经典选
段，通过名家现场展演和纱幕投影
的形式，在戏台上轮番演绎，为观
众带来沉浸式体验；在传统美术和
传统技艺单元，展出刺绣、年画、
石雕、木雕、营造技艺等 60 个项
目 ， 重 点 展 示 非 遗 项 目 的 制 作 技
艺，系统呈现从材料到成品的制作
过程；在传统制茶技艺单元，通过
展示茶叶的种植场景、制作技艺、
文化空间，以茶叙事、以茶述理、
以 茶 论 道 ； 在 民 间 文 学 和 民 俗 单
元，重点展出三大史诗、端午节等

14 个项目，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在悠久的文明进程中，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根脉，就书写在
典籍文脉的字符间，编织在织锦丝绸
的经纬里，传唱在戏曲歌谣的旋律
中。观众徜徉在一项项珍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间，品味着其承载的中华
文脉。

活态传承焕发新生

灿若云霞“通经断纬”的南京云
锦织造技艺、工序复杂色彩丰富的苏
州宋锦织造技艺、历史悠久颇具民族
风情的黎族传统纺染织造技艺……在
展现传统技艺的织造单元，各具特色
的非遗项目令人目不暇接，而活化利
用这些非遗技艺的服装设计更是让不
少观众啧啧赞叹。

“这些香云纱 （香云纱染整技
艺） 太美丽了，它们的颜色都是天然
的。”在展览现场，来自美国的观众
苏珊娜对记者说，“用它做成的这些
裙子令人惊叹，这是属于中国的美。”

古老的非遗不仅存在于展柜里，
更活在当下生活中。

展厅里，传统的南京织锦木机旁
边立着一组组服装模型，展示着融合
古老非遗织造技术的礼服和时装设
计；风格独特兼具中原文化、闽越文
化和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舶来文化的
惠安石雕，不仅在传统碑石、雕塑、
建筑等中有所应用，其传承人也在不
断探索将之融入现代雕刻艺术；景德
镇传统青花瓷制作技艺闻名海内外，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古老手艺更为
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着力量……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在中
华文明不断发展前行的历程中，“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从未
改变。中国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同样
如此。传承与发展并重，守正与创新
同行，中国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在守
护好根本的同时，也不断与时俱进，
让古老的非遗为今人生活注入更多文
化底蕴。

“活”在当下的非遗，与每个人

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非遗项目的展
示，正是将无形的、长期的文化传统
和认识方式，以可理解、可感受的方
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美美与共谱写华章

展厅里，一艘精美的木质船模吸
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这是流传于中
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的
禳灾祈安仪式——送王船的用具。这
些地区有着崇祀“代天巡狩王爷”

（简称“王爷”） 的民间信俗，人们
相信“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
各地巡查，拯疾扶危，御灾捍患。

这一遗产项目体现了人与海洋之
间的可持续联系，被两国的相关社区
视为共同遗产，长期以来发挥着巩固
社区联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间对
话，体现了顺应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创
造力。

中国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同样注
重国际合作。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
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与马来西亚
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
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和相关实践”均
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同时，中国参与了《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谈判及其实施细则
的制定过程，3次当选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积极参
与国际非遗保护实践。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 年来，中国
作为缔约国，认真履行义务，在积极

开展的非遗保护实践工作中，开辟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更为
世界非遗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底，中国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 43 项，位
居世界第一。其中，35 项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7项列
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项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中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这一制
度是中国在 20 年来非遗保护工作中
不断摸索创新的成果。

如今，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成果
丰硕——非遗保护法律法规制度更加
健全，传承工作持续深化，非遗保护
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截至 2023
年底，国务院公布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 1557 项，文
化和旅游部认定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 3068 名，设
立 2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
验） 区。

“气象万千”同时也包含着“瞬
息万变”的内涵。展览不仅呈现着
中国非遗的博大精深，也捕捉和呈
现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进行时
态”，展现着中国在非遗保护实践中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种种成果。在这方展厅里、在这
片土地上，古老非遗正延续着充满
生机的活态传承。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提供）

本报电（胡阳）“济南20世纪建
筑遗产项目研讨暨再回故乡 马国
馨：我的设计生涯——建筑文化图书
展”系列活动日前在山东济南举办，
来自全国建筑文博、城市设计、高校
教育界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会。

泉城济南是 1986 年公布的第二
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融
南贯北、构建鲜明的建筑风格，素
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与建筑遗产保
护利用。据介绍，截至目前，济南
市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
指导下，已有原齐鲁大学近现代建
筑群 （第二批）、万字会旧址 （第三
批）、原胶济铁路济南站近现代建筑
群 （第三批，共两项）、济南纬二路
近现代建筑群 （第三批，共九项）、
山东艺术学院红楼建筑 （第八批）、
济南经四路基督教堂 （第九批） 6个
大项的 15 个子项入选“中国 20 世纪
建筑遗产项目”。

据介绍，该展共展出马国馨的
36 部著作，既有向建筑师直接传授
建筑技艺的技术图书，也有为行业开
拓国际化视野的建筑思想与建筑文化

之作，还有的记叙书写着老一辈建筑
师的人文情怀，是中国 20 世纪建筑
师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遗产。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表
示，马国馨身为建筑学家，是较早投

入到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且在国际上代
表中国为建筑遗产保护做出呼吁的
人，为开启中国近现代建筑保护工作
做出了很多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建民表示，
进入展览空间，仿佛置身于新中国

建筑设计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有
太多内容值得深深品读学习。“早
在东南大学求学时，我便学习过马
国馨院士很多经典作品。”孟建民
说，“我尤其敬佩的是他在建筑创
作中对项目的理念与思考，甚至对
项目成功与否的反思，他的写作不
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体现了对行
业的责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兴钢则尤为佩
服马国馨几十年如一日做笔记的习
惯。在他看来，马国馨所记述的个人
职业生涯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与中国
建筑界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发展
历程相互交织，是珍贵的行业记忆。

开幕式后，与会专家学者来到济
南古城和老商埠片区考察调研，参观
了第三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济南纬二路近现代建筑群中的小广寒
电影博物馆，实地调研了明府城片区
的曲水亭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
线路等，对济南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提出了建议。

本次活动还发布了 《中国 20 世
纪 建 筑 遗 产 年 度 报 告 （2014~
2024）》，该书展示了中国建筑遗产
专家十年来的研究心血、独特视角、
轨迹路径与成果。此外，与会专家学
者还就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当代绿色
技术的启发、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等主题作报告，共议如何让文化遗产
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
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
富，古籍保护是当代图书馆人的责
任担当和历史使命。

日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
二期启动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并同步发布《同心护珍宝 聚力续华
章——“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
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古籍保护
与利用公益项目成果集》。

2021 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字节跳动三方联合，共同开展

“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该项
目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和古籍活
化利用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并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持续推动社会力量助力古籍
保护工作，此次三方再度联合启动
二期项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
挥公益基金募集与管理优势，为项
目提供资金和管理资源；国家图书
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发挥组织
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的专业优
势，协调行业资源及专家，推进古
籍原生性和再生性保护。字节跳动
发挥在互联网技术、内容创意与传
播领域的优势，助力中华古籍保护
与文化传承。三方共同努力，不断
提升项目的影响力，促进古籍保护
研究利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为充分发挥一期“古籍保护与
利用公益项目”的成功经验，在修
复项目方面，二期项目计划重点修
复国家图书馆藏现存最早版本的元
大德三山郡庠刻本《通志》、北京版
藏文 《大藏经·甘珠尔》 以及舆图、
金石拓本等重要藏品，还有近年新
发现的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
敦煌文献，这是目前已知存世敦煌
卷子中极少的写经托裱麻布画。

据介绍，国家图书馆藏现存最
早版本的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本 《通
志》 和北京版藏文 《大藏经·甘珠
尔》 已在修复过程中。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胡泊介绍，
这部 《大藏经》 属于最严重的一级
破损状况，包括霉变、装饰材料不
同程度的受损、褪色。“我们首先把
表面上浮着的黑霉进行初步清理，
深层的黑霉，我们会上一些药剂，
然后配合精密的仪器进行深度清
理。对破损的材料，首先检测它的
纤维成分、所用染料，还会摸索原
本的装帧工艺，再结合监测数据进
行修复。”胡泊说。

同时，二期项目将进一步扩大
支持范围，面向全国征集古籍修复
项目，并得到国家级古籍修复中

心、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的
积极响应，全国共有29家古籍收藏
单位参与申报地方古籍修复项目。

经专家评审，在助力地方古籍
收藏单位修复方面，首都图书馆藏

《皇朝礼器图》、浙江图书馆藏文澜
阁《四库全书》、南京图书馆藏顾炎
武稿本《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省
图书馆藏宋刻元补明递修本 《碛砂
藏》、四川省图书馆藏明洪武年间开
雕的 《洪武南藏》 等珍贵典籍，计
划纳入此次修复支持范围。这些珍
贵典籍将在修复师的妙手中焕发新
生，并借此进一步挖掘其所承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历代古籍
守护者藏书、爱书、护书的故事。

对于古籍的保护修复和传播利
用，是国家各有关部门与社会各界
通力协作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成
果。同时，项目还将支持民族文字
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并将围绕古籍
修复、人才培养、活化与利用等内
容发起公募项目，培养和吸引更多
人参与古籍保护与修复，成为古籍
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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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馨建筑文化图书展亮相济南

共赏非遗保护“万千气象”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河北秦皇岛：地方戏曲进校园

“再回故乡 马国馨：我的设计生涯——建筑文化图书展”中，情景还原
的马国馨院士书屋一角。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供图

参与本次修复的陕西省图书馆藏宋刻元补明递修本《碛砂藏》。
字节跳动供图

参与本次修复的陕西省图书馆藏宋刻元补明递修本《碛砂藏》。
字节跳动供图

图片新闻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宣传部、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秦皇
岛市小海燕评剧团、燕山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联合举办“学唱传统评剧 感知
中华文化”戏曲进校园活动。秦皇岛市小海燕评剧团面向“乐知山海”
2024燕山大学国际汉语夏令营 （波兰营） 全体营员及燕山大学部分在校留
学生讲解戏曲知识，表演传统评剧，引领他们加深对中国戏曲文化的理解
与认知，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图为秦皇岛市小海燕评剧团的老师正在为留学生和国际汉语夏令营营
员讲解戏曲知识。

曹建雄摄

上图：“百
鸟朝凤”主题
风筝组。

右图：原
貌呈现的徽州
古戏楼。

南京云锦织锦木机。南京云锦织锦木机。

在位于北京的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馆，今年 6 月开展的“气
象万千——中国非遗保护实践
主题展”在暑期吸引了众多游客
和观众。展览展出的 600 多件
（套）展品涵盖非遗的十大门类，
涉及 100 余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
录名册项目。展览通过文字、图
片、实物实景、多媒体互动等多
种呈现形式，为观众讲述中国非
遗的深厚内涵和中国非遗保护
实践的累累硕果。该展览将持
续至202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