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一份精神追求，也是一种发展境界。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关乎农村产业、
生态、文化建设的综合课题，它超越了产业发展和经济范畴，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多个领域。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的“非遗”印记、文化注脚正在减少甚至消亡，如何珍视“非遗”历史传承，延续乡村文化
脉络，挖掘乡村振兴的文化元素，成为一个重要而深远的课题。

“要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
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水，唱到石
头浮起来。”在梅州青青的山梁上，
潺潺的溪水边，广阔的田野里，秀
丽的梅江河畔，可以听到宛如天籁
之音的客家山歌。不仅是梅州客
家山歌，广东汉乐、火龙舞、席狮
舞、广东汉剧、五华提线木偶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都
是客家文化代代传承的生动见证。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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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散落乡村的“非遗”印记

1.乡村文化“活”的灵魂

故事

江西省婺源县甲路村，一切
都与一把伞有关。晒伞架、上伞
杆、打小孔、装伞楗、绕伞边、裱伞
布……每一把油纸伞要经过 100
多道工序才可制作完成。如今的
甲路，家家户户都和油纸伞密切
联系在一起。年轻些的，在厂里
学习技艺，绘画装裱；年长些的，
在家里也不闲着，选材、锯竹、劈
条、削骨，然后再把这些半成品送
到厂里继续加工制作，油纸伞制
作技艺在助推乡村发展中实现了
活态传承。

在我国，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工
艺门类众多，涵盖衣食住行，遍布各族

各地，而乡村，则是一个重要的载体。
乡村，不仅是个自然地理概念，也是文
化概念。我国有着底蕴深厚的农耕文
化，这种农耕文化是“非遗”的土壤，是

“非遗”的传统表达。
“非遗”作为民族文脉的精华，是广

大农村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其保护与传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非遗”，是乡村文化

“活”的灵魂，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资
源，就是在提升美丽乡村的文化内涵和
品质。

民俗学家刘魁立先生对“非遗”的
保护传承有个形象的比喻：活鱼须在水
中看。如果说把“非遗”比作“活鱼”的
话，那么，“水”就是广袤的乡村沃野。

文化部门应该充分利用乡村的文化活
动让它们回到村民的生活中，只有这样
它们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也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它们得到创新发
展。

民盟北京市朝阳区委员会专职副
主委陈巴黎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
个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地方小
吃、服装服饰、手工技艺、体育杂技到传
统中医、戏剧戏曲、绘画书法、笔墨纸
砚、民间文学，蕴含了自然科技、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等综合根脉，尤其是从物
品到人品的人与物交融升华，从地域到
国家的民族情怀。

在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委员马盛德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

仅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是连接民族情
感的纽带，而且还是一种文化身份，
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比如，‘二
十四节气’其实是一门非常精确的科
学，是中国人的一种时间制度，最终
上升为一种国家的历法；比如土家族
的织锦、壮族的织锦、侗族的织锦、黎
族的织锦，在色彩、图案、样式等方面
各有特色；还有民族建筑样式，如傣
家的竹楼、藏式建筑、徽派建筑等都
成为一种文化标识，让本民族的人一
见到这样一种样式、图案和色彩就产
生亲切感、认同感。这些文化遗产综
合起来，所产生的文化认同感，便成
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
识。”马盛德说。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是
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江
苏，“牢记初心使命·赓续匠
心传承”迎接党的二十大非
遗主题展引人关注；在四
川，“千村万户，非遗圆梦”
乡村振兴成果展、“非遗新
实践，献礼二十大”系列非
遗社区实践活动精彩纷呈；
在天津，“健康生活”传统中
医药文化互动展、“美好生
活”振兴传统工艺展看点颇
多……2022 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到来之际，各地积极
举办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生
动诠释了“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的主题。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
久、资源丰富、文化多样，是
名 副 其 实 的 世 界 遗 产 大
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
产公约》以来，我国已成功
申报世界遗产56项。泰山、
黄山、武夷山、武陵源、神农
架……神州大地上，遍布各
地的自然景观奇崛壮丽；长
城、故宫、曲阜三孔、龙门石
窟、福建土楼、良渚古城遗
址……历史长河中，丰富多
彩的文化遗产亘古亘今。
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向
世界生动展示了悠久灿烂
的中华文明，为文化中国、
大美中国增添了独特魅力。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文化和自然遗产蕴含着悠
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
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
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
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
社会氛围。”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
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爱惜自己的
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不仅是敬畏历
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必然要求，也事关
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让历史文脉
更好地传承下去。

灿若星辰的文化和自然瑰宝，在历史烟
云里铭刻辉煌的过去，在世代传承下见证精
彩的现在，更在历久弥新中孕育美好的未
来。近期，“云游非遗·影像展”上，2000余部
非遗长视频影像及多个热门的短视频话题、
线上挑战赛、非遗音乐歌单、国风直播音乐
会等轮番上演；“非遗购物节”里，产品销售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直播、秒杀、闪购等方式，
并通过“舌尖上的非遗”“指尖上的非遗”“针
尖上的非遗”“时间中的非遗”等主题，全方
位展示非遗产品的魅力。实践表明，文明的
赓续，既需要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利
用的关系，才能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
绽放新光彩。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
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
的底蕴所在。城市规划建设，怎样加强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
古城保护，保存好城市的历史和文脉？推进
乡村振兴，如何保留乡土味道、乡村风貌，让
人们记得住乡愁？其实，保护好文化和自然
遗产，就是守护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
来的希望。通过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就能感受到“弦歌不
辍”的传承，激起“思接千载”的心绪，体味

“品类之盛”的生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还能再做一个面人冰墩墩吗？”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摩纳哥嘉宾被面塑技艺深深吸引，相关场
景令人记忆犹新。剪纸、京剧脸谱、年画、
风筝、中国结……浓浓的中国味道，彰显着
中国文化的魅力。文化和自然遗产中蕴含
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隐藏着“从哪里
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把珍贵的文化
和自然遗产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推动遗
产资源融入社会生活，就一定能让承载着
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
时代绽放新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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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非遗”传承面临新的困境
场景

每年春季，湖南浏阳高坪镇，红
褐色的泥土中，一种不起眼的植物
都会悄然萌芽，这是刚落土两个月
的苎麻。在镇上另一头的太坪村，
那些成熟的苎麻正被村民谭智祥用
纯手工的方式做成一匹匹色泽沉着
典雅、质地朴素纯粹的夏布。“打麻、
绩麻、浆纱、织布……每个步骤都马
虎不得。”谭智祥说，他每天五六点
就起来做工，要完成纯手工的麻线
纺织夏布，一天才能织一到两米。

然而，这种民间传统技艺正在面
临失传的危险。目前纯手工纺织的这

种品质最优的夏布，市场价格仅 1000
元一匹，普通的夏布则为 300元一匹。

“日本经销商曾给我拿来一个日本制
造的书包，这个包用布也就一尺多，能
卖到900元。”谭智祥说。

失传并不只是谭智祥的烦恼，我
国许多“非遗”技艺都面临这样的困
境，由于很多“非遗”技艺都散落于民
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自身保护与传承
的能力有限，不少“非遗”保护在政策
扶持下，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此外，城
镇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非
遗”的存续环境，致使部分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难以适应现代生活，传承空
间萎缩，传承条件困难，还有部分传统
手工生产被机械化生产所替代，一些
保护理念不正确或保护措施不得当，

对“非遗”保护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非遗”面临的消失困境使得乡村的非
遗印记、文化注脚正在减少甚至消亡，
如何把乡村文化传承下去，延续乡村
文化印记，面临诸多挑战。

刘魁立认为，文化部门应该充分
利用乡村的庙会、集市、节庆活动，让
它们回到村落中、回到村民的生活
中。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得到保
护和传承；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让它们“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

“非遗”的宣传展示更应该走进乡村，
近距离接触农民。

在南京大学教授徐艺乙看来，“非
遗”保护，民众参与至关重要。“以人的
活动为主要传承途径，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自身的基本特征。在代表性传承

人的示范和指导下的民众参与，才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正保护的关
键；而代表性传承人和民众的传承行
为的耦合和同一，则是检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质量的重要指标。”徐艺乙
表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各民族群众朝夕相伴。在当
代，民众积极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恢复与
重建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生活方式，
应当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力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

马盛德也认为，“非遗”保护需要
社会参与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参与，让
更多年轻人加入“非遗”保护，文化才
能源远流长，“非遗”才能连绵不断，保
持持久的生命力。

3.在助推乡村振兴中实现活态传承

在保护农村“非遗”的同时，如何
将“非遗”项目做“活”，带来经济效益，

探索出一条“非遗+”的道路，对于挖掘
乡村振兴的文化要素至关重要。

专家认为，束之高阁并不是保护，
来源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非遗”
农耕文化，只有回归生活，回归大众，
让其处于变化、发展、升华的动态之
中，才是传承“非遗”的终极目的。

“我们不仅要传承这些珍贵的文
化遗产，更要合情合理地运用这些宝
贵的文化遗产，应用于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的开发建设中，让古老的文明
在当今的休闲、旅游和经济活动中重
现生机，让灿烂的文化为休闲农业与
乡村振兴增添意蕴。”安徽省社科院研
究员钱念孙说。

从产业视角看，要重视开发具有

民族民间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剪纸、绘
画、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积极
开发戏曲、民歌、花灯、龙舟、舞狮舞龙
等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积极开
发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
项目。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文化资源整
合，提高经营能力，加决形成富有地方
特色和优势的民间艺术产品系列，推
进民间艺术特别是传统工艺产品的产
业化生产和商品化经营，将文化资源
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带领农村走上
增收致富道路。

“融合发展是‘非遗’产业保护传承
的必然选择，‘非遗’传承要坚持走生产
性保护的路子，同时要努力为‘非遗’传
人提供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湖南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金鸢看来，农村

“非遗”保护一定走出从“非遗”到“非
遗”的封闭式保护道路，要实现融合发
展，采取“非遗+”的发展模式，让“非遗”
与互联网、科技、金融、教育、旅游等实
现融合发展，让“非遗”插上更多的翅
膀。同时，“非遗”应在人们的生活、生

产、学习和娱乐中传承和发展，创造一
种能动的、种子的、创造性的保护，发挥
科技优势和市场作用，把更多的“非遗”
产品变成实用品和日用品。

这样的融合发展思路就在湖南湘
西十八洞村变为现实。杨金鸢介绍，
十八洞村所在的湘西腊尔山地海拔
1200多米，有肥沃的富硒土地和天然
水源，山脚下农民种植的腊尔山萝卜
产量高、口感好，却苦于没有销路。通
过专家学者指导，村民利用创意包装、
用户体验等方式将有机农产品文创
化、品牌化走向市场，如今腊尔山萝卜
远销港澳地区，也成为农博会上亮眼
的“明星”农产品。

美丽乡村从美丽“非遗”开始。当
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从文化复兴
的角度实现对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激
发乡村建设的驱动力和创造力。“其
中，要注重将文化创意引入村落，发掘
与开发乡村的历史传统、传统产业文
化等资源。”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
计系主任陈炯指出，“艺术激活乡村”
大有作为，要以文创促“非遗”走向市
场，将技术人才输入农村，帮扶当地百
姓，利用当地传统特色文化，“非遗”和
传统手工业，结合新的艺术元素和创
意，打造具有当地元素和时代特色的
创新产品。

（转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