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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5 年加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1987年获得首批 6处世界
遗产证书，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已经走
过了 3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如今中国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已达 52处，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最近的 5 年，更是发展最好的 5 年。
所谓最好，可以有多重证据支撑。

首先是申遗年年成功。从 2013 年的
红河哈尼梯田、新疆天山，到 2014 年的大
运河和丝绸之路；从 2015 的土司遗址，到
2016年的花山岩画和湖北神农架，还有今
年的“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和“青海可
可西里”，近 5年来，中国成为唯一每年申
报都有项目成功入选的国家。

这其中的秘诀是许多国家想要探寻
的。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30多年来，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世界文化遗
产管理机构建设不断加强，管理体制持
续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已逐步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监测体系。我们的申报是井然有
序的，申报成功后的管理、监测与保护
也是有序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使所在
地的凝聚力得到增强，使广大民众的珍
贵记忆得以激活，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凝聚力，而且还不断提高遗
产所在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生
活环境，增加经济收益，创造出旅游等
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

其次，这5年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客
观上讲都有很大的示范作用，代表了中
国世界遗产事业的水平。其它国家很难
想象，中国是如何高质量地完成“大运
河”和“丝绸之路”联合申遗这样高难
度的动作的。大运河总长超过 1000 公
里，作为仍在使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
产，其保护与沿岸城市的发展、人们的
生活密不可分。列入申遗范围的遗产点
分布在 2 个直辖市、6 个省、25 个地级
市，保护规划的编制、环境的整治、保
护工程的实施不只需要几十个城市联
动，还涉及水利、交通、建设等众多政
府部门……它的申遗之路走了8年，在这
条路上奔走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始
终有人在坚持，不断有新的力量汇入，
最终梦想达成。

同样，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
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是跨国系列文化
遗产，线路跨度近 5000 公里，沿线包括
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交通遗迹、
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代表性遗迹共
33处，申报遗产区总面积42680公顷。这
条代表东西融合、交流和对话、近 2000
年来为人类共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丝
绸之路，从启动申遗便被一致看好，同
时又被一致认为完成难度极大。可以
说，与申报相关的每一步，都体现了中
国政府无可比拟的凝聚力、执行力和中
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最令国际同行羡慕和赞赏的是，虽
然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变得越来越
庞大，但单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水平不降反升。中国的 《长城保护条
例》 是中国首次为单项的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立法，10 年前同时启动的还有长城
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政府组织实施的重
要长城点段的保护工程，总投资达十几
亿元，陆续实施的长城墙体、界壕、烽
火台、关堡保护维修项目超过210项，而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
认定了 4万余处长城段落，设立了 1.8万
余个长城保护标志碑、界桩……

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少，多
少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人类文明长河中曾
经做出的贡献。拥有世界遗产意味着我
们要为人类、为子孙后代肩负起传承保
护的责任。中国用 30年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可以达到的高
度，中国也用过去的5年向世界贡献了自
己独特的保护理念和科学的保护经验。
今后，中国会用更多的时间向世界证明
我们的文明所具有的永恒价值。

记者：民间节日集中体现了
哪些文化遗存？

王锦强：节日文化是以文化
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氛围为主
要表象，以民族心理、道德伦
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
情趣为深层底蕴，以特定时间、
特定地域为时空布局，以特定主
体为活动内容的一种社会文化现
象。

节日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
中，使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保
存、丰富和发展。从那些丰富多
彩的节日文化形态中，可以透视
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民众的文化
心理和精神风貌。

我们的祖先们一直期待生活
能够更精彩、更诗意，更有物质
和精神的质量、境界和高度。因
此，他们才把祖先的特殊愿望和
祈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祭祀、
唱戏和庙会活动把天地、神灵、
祖先放在最为神圣、庄严和无与
伦比的优先位置上。我们每一个
族群和个体都终身接受着他们仰
观天象、俯察地理后茅塞顿开的
精神沐浴和灵魂洗礼，发酵和过
滤着他们的信仰与价值观。我们
的节日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人文原
点上虔诚地精耕细作、劳心竭
力。

记者：八月十五快到了，听
说湖北咸宁有种“月亮崇拜”，
还带动了经济、民生？

王锦强：咸宁市咸安区桂花
镇大屋雷村的嫦娥崇拜及中秋祭
月活动，均根源于古老的月亮崇
拜。来自北方的“嫦娥传说”在
咸安地区落地生根，与当地桂花
种植习俗结合后，繁衍、变异、
壮大，孕育了咸安区独有的“嫦
娥文化”现象。

无论从不可计数的民间传
说、歌谣、谚语、歇后语，还是
从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自然山
水和风物遗存来看，嫦娥都已成
为咸安区桂花生产和民间信仰的

“保护神”。从数百年前传承至

今，大屋雷村的中秋祭月与拜月
民祭习俗，一直具有较为广泛的
群众基础，有民间自觉的传承愿
望和持续空间。咸安区种植桂
花、苎麻，由民间文化和信仰习
俗催生与推动了麻棉纺织业、桂
花酒桂花茶等保健品和衍生产品
以及旅游经济的发展，显示出民
间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实绩。

在这里，民间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已成为衡量人民群众幸福生
活指数的重要价值标准。

记者：在你看来，民族文化
传统是怎样驱动特色产业延伸与
转型的？

王锦强：绚丽多姿的民间文
化遗产，凝集着一个地区共同的
精神信仰、审美理想和价值观
念。作为不可再生和复制的人文
资源，它既可以成为新的文化亮
点，也能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
发展方式提供思路，开阔视野。

云南省勐海县是
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
和滇缅通关的重要驿
站，普洱茶是勐海最
具代表性的文化符
号。勐海县有树龄达
1800 多 年 的 巴 达 野
生茶树王，有 900 多
年的南糯山栽培型古
茶树王，有世界上最
大的 4.8 万亩百年以
上栽培型古茶园，有
世界上最大连片的百
年以上的 1.6 万多亩
的贺开古茶园。“普
洱茶制作技艺·大益
茶制作技艺”被列为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生活在这片古茶
区的傣族、布朗、哈
尼、拉祜、彝、汉等
10 余 个 世 居 民 族 ，
千百年来，爱茶、用
茶、敬茶、祭茶，视

茶为“上通天神，下接地府”的
灵性之物。

当地布朗族、哈尼族敬奉三
国时期的诸葛孔明为茶祖，称茶
树为“武侯遗种”。傣族“竹筒
茶”别开生面，拉祜族“土罐
茶”茶香持久，哈尼族“土锅
茶”“烤茶”回味无穷。勐海少
数民族茶农以茶入歌入舞，既有
代代相传的古老的采茶山歌、祭
茶调和采茶舞，也有即兴现编现
唱的采茶歌、情歌对唱。世代沿
袭的拉祜族头人带领村民祭祀茶
神树神的习俗活动保障了茶树的
自然生长和良好发育。

云南许多少数民族相信树木
也是神灵的“化身”，并能赐福
人间。如文山地区的白倮人、花
倮人认为其祖先是从昆仑山飞过
来的“精灵”，栖息在红土高原
的云海林莽间。对参天树木的顶
礼膜拜，使得这里的自然生态得
以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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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 睿 张稚丹

近5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倡导并
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扎实推进，取得累累硕果。目
前，除了原来一直进行的“我们的节日”“古村落调查”“少数民族文
化调查”等重点实施项目，该协会又特别启动了“一带一路中国民间
文化遗产探源工程”“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中国民间工艺
传承传播工程”等重大项目，其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被
列入今年1月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些庞大的工程，既为中国
文化百花园中增添了更多的精彩民族文化样式和民间文化经典文本，
也向社会普及了民间文化知识，唤醒大众民间文化自觉，具有文化启
蒙和推广保护理念的重要实践意义。

最近，本报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调研员王锦强展开对话，探讨
古村落、民间节日、民间工艺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听他讲述调研和推
进民间文化保护的故事，从中领略到民间文化保护事业的勃勃生机。

记者：听说
你一直特别看重
古 村 落 ， 为 什
么？

王锦强：因
为民间文化曾经
是、今后仍然是
丰富物质生活和
建设精神家园的
基础性资源，而
我们祖先创造并
传 承 的 文 化 财

富，一多半保存在乡土世界里。现代
文明的高歌猛进，使得我们民间的传
统文化已经在大部分地区成为零散的
存在。唯有古村落，以活态的方式完
整保存着那些文化以及文化赖以产生
孕育的土壤，是滋生农耕文明的活体
细胞和思想基因，是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体，流淌着民
间文艺的源头活水。但古村落又是一
种独特而又弱不禁风的文化资源，也
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中的
盲点和难点。

记者：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
有哪些村落？

王锦强：一个是后沟村。它位于
距陕西榆次城区十多公里的山间，浓
缩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农耕时代的民俗
文化经典，保存了中国北方汉民族自
给自足的文明传统。当地精美的民居
建筑、精湛的民间手工营造技艺、精
致的雕刻艺术作品、精彩的民间文艺

样式，显示出民间文化的巨大魅
力。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示范采样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
抢救工程古村落保护示范基地、
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冠名”，让
这个偏僻的默默无闻的山间小村
名扬海内外。当地政府部门围绕

“古建修复、经营系统、田园风
光、纯朴民风”的旅游思路乘势
而上，给后沟村这个小村带来了
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今年3月，我

去后沟村调查回访，看到山村高处建
起了农耕博物馆，陈列着征集于各家
各户的农具农家生活用品，很是感
慨。

同样，以传承千年、独一无二的
壮族“女子太阳节”闻名的云南西畴
县上果村，在获得一大笔资金后，保
存传统格局与传统生活设施的村落民
居群也有了新鲜的活力。

记者：古村落旅游有什么需要注
意的地方？

王锦强：对于民间文化资源富集
的古村落来说，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
新的发展选项，但只有把个性化、差
异化的文化功课做足才能避免面貌趋
同、业态雷同的长困与短痛。要用良
好自然生态与人文的契合、互助的社
会关系、共同信仰的坚守、民间文化
的有序、传统技艺的精致、表达方式
的讲究，来支撑乡村文明的维系和养
护。

记者：相对来说，民间工艺在
当今社会是否更容易生存？

王锦强：是的。民间工艺属于
当今生存和发展相对平稳的文化物
种。在政策的扶持倡导下，民间工
艺的传承由个人、家族转向社会、
教育及公共文化传承，逐渐成为族
群文化、区域文化、公民社会文
化、国家文化遗产形式。民间工艺

在创作题材与表现领域有较
大创新，设计元素增强，材
料与工具精良多样，包装和
装裱更加精致，从业人员更
加专业化、职业化，消费群
体由相对稳定向广泛性发
展。民间工艺的展览、收
藏、研究活动逐渐增多，大
众对民间工艺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元化，民间工艺文化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记者：可以举例吗？
王锦强：好，就说说河

北蔚县剪纸 （窗花） 吧。它
借鉴了武强木版年画水印技
术和当地传统刺绣技法，乡

土气息浓郁。由于雕刀刻制，相比
于陕北传统剪纸单幅冒铰，具有一
定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雏形。过去，
木制方格窗的大小决定了窗花的基
本尺幅，而当前民居玻璃窗已不同
于传统格局。蔚县剪花娘子和刻纸
汉子们及时转型和升级，除了传统
的戏剧脸谱、十二生肖等题材外，
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历史人物、

生产生活、新风尚新事物等都有涉
猎。在表现方法和装裱方式方面，
从卷轴、镜框、册页等形式向现代家
装布局靠拢。艺术与市场的有效对
接，激发了蔚县剪纸的创作活力。
爱好者、传承者、产业实践者越来越
多，线上线下交易格外活跃，从本地
走出去的大学生人才不断回流，农
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就近转移，蔚
县完成了从传统煤炭开发资源型地
区到全国文化先进县，再到“全国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的跨越。

记者：就是说，民间工艺要进
行现代化创新？

王锦强：是。剪纸行业有“南
有张永寿，北有王老赏”的说法。
前者是扬州现代剪纸的鼻祖，后者
是蔚县剪纸的一代宗师。王老赏的
作品一直是蔚县剪纸艺术家学习的
范本。周兆明、高佃亮、周永明、
周广、周淑英等老中青剪纸艺术家
及焦氏、边氏等家族剪纸户既是传
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现代剪纸文
明的开拓者。民间美术家李闽的多
层剪纸为蔚县剪纸开辟了新的想象

空间，他通过电脑设计剪纸稿，将
民间传统手工艺与东西方绘画、摄
影、陶瓷等艺术形式融于一体，创
造出新的艺术效果。蔚县剪纸在破
解保护与发展的难题中，第一次捅
开了窗户纸。

作为绿色产业、创意产业，现
代剪纸在保持民俗文化原真性的同
时，也走进现代设计的广阔天地，
出现在产品包装设计、商标广告、
室内装修、服装设计、书籍装帧、
邮票设计、动画制作、舞台美术、

影视等领域，功能得到极大延展。
发展与创新是民间艺术的生

命。创新包括原料的创新、工艺及
工具运用的创新、形象及造型的创
新、文化观念及艺术理念的创新、
包装及展呈形式和宣传推广方式的
创新等。民间工艺发展和成熟的标
志是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和优秀的作
品出现。在民间文化利用和“非
遗”保护声势如日中天的文化语境
中，民间工艺产业找到了可持续发
展的途径，前景广阔又任重道远。

民间文化助力发展方式转变

湖北咸宁舞蹈“打桂花”（网络图片）湖北咸宁舞蹈“打桂花”（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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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工艺进行现代化创新民间工艺进行现代化创新

蔚县剪纸 （王锦强供稿）

安塞腰鼓 （网络图片）安塞腰鼓 （网络图片）

江西婺源理坑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