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中的

记忆
赖 睿

日前，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
图书馆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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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图书馆开展。!""余件丝
绸、文献等实物展品，分为“认识蚕丝”、
“丝绸的历史”、“非遗里的丝绸”、“丝绸之
路”和“丝绸精品及文献展示”五个部分，详
细介绍了中国蚕丝织绣技艺的起源、发展、各
时期的艺术特色以及政治、经济等对其产生的
影响。

丝绸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是中华
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丝绸文化源远流
长，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在中国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蚕丝织绣相关的项目
有 ##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距今 #"""年前，中国已经有了纺织机具，
开始利用蚕丝织物；距今 $""" 年前，中国已
经开始育蚕剿丝，能够制出细密的丝绸织物，
再加以印染、刺绣等装饰，使之成为美丽的实
用品和艺术品。千百年来，丝绸不仅丰富、美
化着人们的生活，更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
艺术、科学技术等密切相关。举世闻名的丝绸
之路的开辟，使丝绸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
友好交往的使者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

活动现场，苏绣、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
织造技艺，西湖绸伞、湘绣、辑里湖丝手工制
作技艺，新疆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
贵州蜡染技艺等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演示着这些传统技艺。通过展览与现场技
艺演示相结合的形式，观众不难了解到一缕纱
线、一片绸缎的织造过程，体验十余种丝绸的
不同手感，聆听古琴丝弦发出的独特声音，阅
读先人留下的珍贵文献，充分了解丝绸及其特
有的文化内涵。

据悉，本次展览是继“年画中的记忆———
国家图书馆馆藏年画精品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年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展”、“大漆
的记忆———中国大漆髹饰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大展”之后，举办
的第三场中国记忆系列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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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土壤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
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最近到安徽和
江苏进行了调研，主题是城镇化过程
中如何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的多
样性。在 %"&! 年全国两会期间，作
为政协委员，他也曾提交了相似的提
案。

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节日都是农业
文明的产物，当农业社会产生巨变，
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都产生变化，
而且农村的居民越来越少，越来越空
巢化的时候，就无法担负起传承传统
文化的重任，包括春节。许多过春节
的形式在农村传承有困难，尤其是一
些需要高度组织性的活动和形式就更
不容易组织起来，年轻的人都到城里
了；而另一方面，农民工大量进城成
为新的市民以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一是和自己乡土文化的断裂，一是全
面迅速地接受现在已有的城市的主流
文化。
“山东的农民到了北京很少再唱

吕剧、山东快书，他们看的是电视
剧，唱的是流行歌。”田青说，过春
节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不能让年轻
人进城后就和千百年来农业文明创造
的珍宝变得无关。

社会组织重构

城乡的二元结构让春节在时空上
呈现出了二元性。

文化部民俗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
任李松认为，城市的春节实际上是从
元旦到大年三十，团拜会、茶话会、

送温暖、拥军爱民等活动都是在这个
时间内完成。在乡村，打工者以及在
城市定居还有家乡概念的新城市居
民，他们的祭祀仪式、走亲访友会比
城市更丰富，但春节给年轻人的空间
仍是有限的，不像传统春节给年轻人
安排了充分的社交活动。

春节的神圣性不断弱化，有家庭
活动没有社区活动；狂欢性逐渐消
失，游戏、竞技性、参与性、互动性
的活动越来越少。李松认为，年味的
主要要素的消减造成了社会对年味消
失的感受。

从传统上来讲，春节的组织采用
了国家、社会、家庭三方有机结合的
这样一种形式，三方有明确的垂直分
工，国家的职责是确立假日制度，把
重大节日和庆典活动确定下来；社区
和社会组织的职责主要是祭祀；而家

庭主要是以家庭和家族为主，以特有
仪式来过年。现在是国家有假日制
度，但缺乏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社区组
织和家庭组织。山东旅游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陈国忠认为，春节必然要从
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这
个阶段转移，山东省的贺年会便是以
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乡村为主要载
体举办的系列活动，是在原有的城乡
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城市文化
空间和乡村文化空间。

重塑神圣感

春节年味淡了，变成了另外一个
消费的假日。对于这种现象，李松建
议，春节的神圣性，应该有国家文化
建构，有国家对全体国民的祝福。

其实，不少地方也在进行一些尝
试，重拾年味。

近几年，山东推出“好客山东贺
年会活动”，把元旦、春节、元宵节
串联起来，整理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民
俗。一批本地域特色民俗、过年老传
统通过整理在贺年会期间推出，如
“孔府过大年活动”，邀请游客在孔府
体验过年的各种传统习俗。“孔府过
大年”共有入府仪式、内宅请安、兰
堂试讲、写春联、贴门神、剪纸窗
花、挂天灯、放鞭炮、请祖、除夕家
宴、包饺子、守岁、辞岁等 %' 项体
验项目。

除了孔府过大年，山东省还遴选
了济南趵突新春花灯会、蒙山春节祈
福会、青岛萝卜·糖球会、蓬莱阁
“八仙祈福会”等 (#项民俗节庆活动
进行再提升，打造了梁山好汉过大
年、周村老街过大年、蓬莱阁渔村过
大年等项目。

而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的年俗文
化主要是集中展现在元宵节、盘子会
和文化艺术节，从腊月二十三到第二
年的正月二十五。盘子会主要是在正
月十五举行，包括扭秧歌、唱戏等。

中央文史馆官员舒乙提出了过春
节的三个原则，首先强调春节是节日
不是假日，假日没有社会取向，但节
日必须有。第二个原则是祝福。小辈
儿向长辈行礼，长辈向小辈儿祝福，
家庭的和睦有序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
石。第三个原则是游戏不忘向善。耍
龙灯、舞狮子，在传统的仪式里，有
评定一户人家道德品行的意义，这从
客观上也敦促着良好道德风气的形
成。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闭幕后，“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日前接受采访中，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冯骥才认为，“乡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
他同时也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传统村落，让人们寻得到“乡
愁”，中国将为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保护性数据库。

保护村落，留住的是中华民族的“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
头。”冯骥才说，乡愁，是忧伤的，也是温暖的；是怀旧的，
也是淡雅的。这个通常只在文学作品里出现的词，今天出现在
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规定中，让人眼前一亮。
“‘乡愁’出现在政府的施政蓝图中，体现了政府对人文的

尊重，对文化的尊重，对人们精神情感生活的尊重。”冯骥才
认为，“乡愁”不是简简单单诗意化的语言，它的内涵很深，
它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维系，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
在。

冯骥才表示，中国是农耕大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
们的村落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那些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
的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无比珍贵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是
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传承载体。保护传统村落是延
续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方式。
“村落不是一个人的家园，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保护传统村落，留住的不是个人的‘乡愁’，而是整个中华民
族的‘乡愁’。”

要记住“乡愁”，是因为我们“丢失”太多

冯骥才坦言，“乡愁”这个字眼之所以牵动着人们的心，
引发国人的共鸣，就是因为这些年，很多有价值的传统村落消
失不见了。

他介绍说，自 %"""年至 %"&"年，我国自然村由 !'!万个
锐减至 %#&万个，&"年间减少了 )"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 *"

到 &""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让人着急的是，消失的
是什么样的村落，我们并不清楚。”
“传统村落的消失，不仅是灿烂多样的历史创造、文化景

观、乡土建筑、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遭遇到泯灭，大量从属于
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灰飞烟灭。”冯骥才痛心地说，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都消失了，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
愁”？
“我不反对城镇化，相反还很赞成，但要有度，不能一味

地图快。应该有个文化层面的过渡，不能让农村人丢掉原有的
文化财富，要关心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情感世界。”冯骥才说。

为留住“乡愁”，将为传统村落建数据库

令人欣慰的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意
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不能将两者分
开，甚至对立起来。应该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不能让中
国人没有地方寻找“乡愁”，没有场所寄托“乡愁”。

%"&%年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
“初步的考虑是在全国选择 !""" 至 $""" 个传统村落，给

予命名。目前已有 &$'&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
些传统村落被命名后，当地政府就要拨专款对其进行保护。”
冯骥才兴奋地说。

但他也表示，从长远角度考虑，这 &""" 多个传统村落被
命名后，还要确定村落的发展规划，同时要避免类似城市的
“规划性破坏”；要考虑村落的历史形象、文化形态和独特性，
融入农村的建设中去。

冯骥才透露，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村落，让人们更好地记
住“乡愁”，中国将为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保护性数据
库。“这个数据库将委托我来做。”准备请一批摄影家将这些
列入国家名录的古村落拍下来，然后进行录音、录像、文字整
理，做成数据库。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保护’有依据。”冯骥才强调

说，中国的传统村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文献，没有文字的村
落史，“数据库建成后，将弥补这个空白。”

包括“商代青铜罍”、“宋官窑琮式瓶”、“宋龙泉窑出戟
尊”等在内的 *件文物，被授予“中国民间国宝”称号。日前，
由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和中国西部发展促进会共同主办
的“第四届中国民间国宝评审”在京揭晓结果。由国家文物鉴定
委员会夏更起、吴镇烽、云希正、张广文等 &*名专家依据《中
国民间国宝标准》，经过严格评审，最终确定了今年的“民间国
宝”。

说起民间国宝，许多人会认为，如今的民间收藏市场问题多
多，例如赝品盛行，造假成风、法规问题……有人甚至断言：
“民间无国宝重器。”然而民间到底有没有国宝，还得用事实说
话。

此次“民间国宝”评审获奖的“十八罗汉显神通”组雕，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方文桃的力作，耗时一年多完成。材质采用佛
家奇珍七宝，融山水、人物、花鸟、书法艺术于一体，拓展了雕
刻艺术的表现空间。人物造型以象牙雕琢，“十八罗汉”法号在
翡翠上镶嵌于山石峭壁，作品基座及背景则采用阴沉木雕刻成山
石林树、高天飞云。十八罗汉的形象沉静逼真、错落有致地融入
生动的自然流云山石中，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中国民间国宝评选已经举办了四届，评审出的不少国宝级的
重器均出现在民间，证明了“藏宝于民”的事实并非空谈。“民
间国宝”既是“国宝”，又具有源于民间、为民众所关注的特点。
基于此，在注重文物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还考虑了符合中华
民族传统欣赏习惯，为群众喜闻乐见等因素。业内人士认为，此
次入选的“民间国宝”展示了现阶段民间的藏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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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后的两天，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已经有了春节的气氛，剪纸、年

画等一些有山东特色的过年产品在春节旅游博览会上开卖，一些转过古城的游客已经

有了来当地过大年的想法，“你看，来这里过年，年味肯定足。”一位看完了渔鼓表

演的游客跟同行的人商量着。

年味淡了。现代人对春节的体验越来越简单，年味几乎已成为孩童时代的记忆，

当提到年味的时候，开场白也更多的是小时候。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春节应该如

何传承与创新？如何让年味再浓起来？专家和政府都在想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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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青铜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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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