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项非遗项目位列国家级
本报记者 熊正君

每个周末，在老县衙大院二楼的
弄影轩，不大的演出厅里被很多前来
看戏的游客和市民挤得爆满。晚上 7
点半开场的演出，很多皮影戏迷下午
五六点就跑到剧场占好座位。

泰山皮影戏，因其影人、道具是
用驴皮制成，故又通称驴皮影，听其
唱，观其形，无一不透着泰山文化的
深厚、古朴。这个在泰山已经唱了
400 多年的皮影戏，是谁第一个把它
传到泰山已无从考究。泰山皮影戏立
设影幕，由演员在窗内操纵影人做各
种形象逼真的表演，同时有配音的演

唱以及灯光、布景、音乐等的烘托。泰
山皮影在题材上的许多剧目都取材
于泰山文化传说。在唱腔上，以山东
大鼓为主，刚中有柔，具有杂家风格，
体现了泰山文化的兼容性。2010 年
泰山皮影戏走进上海世博会，参加了
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展及其
它活动。

2008 年 6 月，山东梆子入选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评为
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示范基地。山东梆子剧院每年都会组
织 100 场送戏下乡的演出。

记者从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列入县
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有
206 个项目，其中国家级名录 9 项、
省级名录 24 项、市级名录 86 项，县
级名录 287 项。有 2 人被国务院评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有 11 人被评
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

其中，泰山石敢当习俗、泰山东
岳庙会等 9 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在岱庙附近的泰安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陈列厅里，
大约陈列着 200 多件非物质文
化遗产实物，每天供市民免费参
观、游览。在旅游旺季，还会接待
大批来泰安游玩的游客。展厅的
负责人梁建朋告诉记者，在我国
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泰安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陈
列厅正式启用，现场组织了泰山
皮影、桃木雕刻、泰山泥塑和山
东梆子等部分非遗项目的传承
人现场进行了表演和展示，进一
步展示了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丰富的内容。

同时，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参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
意识，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组织了部分非遗项目传
承人走进校园，与学生“面对
面”，现场传授和讲解非遗的相
关知识和技能，扎实开展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

据了解，泰安市自 200 6 年 3
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截至目前，在普查中共普查到线索
6039 条，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项目 2128 个。这些项目包括民间
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
等 15 个门类。

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 2005
年开始，国家开始逐渐重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现在全国范围内
已经形成了很完善的国家级、省
级、市级和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保
护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成为

人们关心和关注的焦点。
与国家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相对应，各级政府也成立
了同级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
2007 年前后，泰安市的非物质文化
保护中心落成，许多流落在民间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了暂时的归
宿。除了向国家、省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单位推荐、申报有关项
目的保护名录，调查和审批县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外，更多的
时候，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的工作
人员忙碌着寻找被人们所遗忘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线索，尽可能地

把那些走入历史尽头的非遗，能更
完好地留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 1
年 6 月 1 日起，我国将正式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非遗法出台后，最大的工作就
是加强保护力度，由“申报热”变为

“保护热”，届时国家对非遗传承人
补贴将从每年 80 0 0 元增至 1 万
元。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保存工作，继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将产生重大
影响。

保护：建立四级非遗保护体系

从 2006 年到 2010 年，泰山石敢当习俗、泰山皮影戏、泰山道教音乐、山东梆子、独杆
跷、泰山传说、泰山东岳庙会习俗等 9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更多的地方民俗、传统技艺也走进了省级、市级非遗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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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206 个项目列入非遗名录

传承：传承人和市民都应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重要的

是保护掌握着这些技艺的传承人。一
些重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
承人，都有一部分资金支持。像泰山
皮影，如果条件成熟了，会择机设立
两个培训基地，让这种文化艺术传承
下去，在演出音响、舞台、道具等方面
也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同时，也会多
组织一些服务市民的免费展演活动，
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多地走
进市民的生活。像泰山独有的道教音

乐，保护中心也联系一些专家做过曲
谱的整理工作，今后还打算将传承泰
山道教音乐的一些零散的市民集合
起来，组成一个“道教乐团”，让这种
原汁原味的泰山道教音乐找回生命
力。

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1 年，保
护中心积极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举行泰山剪纸公益培训班，并开设全
国非遗培训班。同时在“国家遗产日”

举行非遗精品博览会，以展出、演出、
现场技艺表演等形式展现非遗项目。
并组织举办泰山道教音乐保护与传
承座谈会。今年 4 月至明年年底，将
录制 100 集泰山皮影传统剧目专辑。
目前，泰安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
员正忙着给泰山挑夫号子和东岳大
帝与碧霞元君信仰习俗申报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进入整理相关资
料、拍摄相关影像资料、挖掘这两个
项目的风俗积淀阶段。

非遗知识

走进校园

桃木工艺的雕刻现场。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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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进校园。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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