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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济南民俗，

像大汉穿三寸绣鞋
有些放不开手脚，“非遗”保护还有不少路要走
本报记者 王光营

非遗民俗保护

面临严峻危机

15日-18日，首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济南举办。

“这是我的节日，也是全体民俗艺

人的节日。”谈及正在济南举办的

首届全国“非遗”博览会，济南市

民俗艺术馆馆长刘学斌十分激

动。他表示，自从非遗博览会开幕

以来，他把大部分时间耗在了会

场内，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参观，

和民俗艺术家交流。

谈及济南的非遗现状，刘学

斌告诉记者，济南是面塑之都、黑

陶之都，皮影戏、柳子戏等都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济南

民俗手工艺术的发展水平在全国

仅处于中上水平，虽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

方。

“当前的非遗民俗保护面临

着严峻危机。”对此，山东大学民

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也表示，

传统民俗艺术和农耕社会紧密相

连，民俗艺术和老百姓的生活具

有共通性，但农耕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转型使它们逐渐丧失了存在

的基础。

据介绍，在政府资金和政策
支持下，济南市共挖掘整理非物

质文化遗产线索20000余条，拥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项目7项、省级项目33项、市级

141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

名。

但还有很多项目由于缺乏保

护经费，处在自生自灭的边缘。章
丘铁匠技艺精湛，作为一项独特

的非遗项目，地方政府虽努力保

护，但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

昔日的铁匠越来越少。而流传于
平阴县郭柳沟村的非遗项目“王

皮跑灯”、传统民俗“砸山东”、

柳子戏等，由于老艺术家的故去，

年轻人缺乏兴趣，再加上无资金

保障，这些艺术形式的传承者越

来越少。

对此，菏泽市民俗艺术馆馆

长牛玉新告诉记者，弦索乐、戏

曲、坠子等菏泽地方民俗项目由
于缺乏市场，每年仅有的几场演

出无法支持其发展，国家的扶持

资金大部分没有到位。来自江西

婺源的徽派木雕艺人俞友鸿也表

示，虽然木雕艺术已被列为非遗

项目，除了政策扶持外，资金还没

到位，只能靠推向市场维持自身

发展。

与此类似，目前济南市只有7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部分省级

“非遗”项目能够得到国家资金支

持，市级项目目前大都还没有扶

持资金。

“非遗”缺少展示舞台

说唱类民俗可能消失

在民俗工艺的传承保护上，

民间艺人和专家学者对政府政
策、资金扶持的呼唤一直不遗余

力。谈及对传统民俗和非遗项目

的保护，众多参展艺人都认为政
府首先应该担当责任。

张士闪表示，目前政府已经

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区四级保

护制度，对民俗资源的普查也已
完成。本次非遗博览会的举办也
是政府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

出的一项重要工作，但非遗博览

会的举办要有长期规划，最好形

成经常性、固定性的制度。

据济南市文广新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市政府在非遗保护

上做了很多努力，2005年成立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成立了由各学科专家组成

的专家委员会，并分别在艺术馆、

各县区设立了相应机构。山东建

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山东省

政协委员邓相超认为，非遗项目

更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政府应
对这些非遗文化提供资金支持，

保证非遗文化的传承人能够有不
低于普通人的生活，这样传承人
继承这些文化才会有一定的动

力。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方针，张士闪认为应坚持“政府主

导、学者主脑、民众主体”。与普通

的文物古迹不同，非遗具有一定

的活态、动态文化内涵，每一项民

俗项目最终要落实到传承人身

上，他们是民俗传承的主体。应增

强传承者的自我意识，将被动保

护转变为主动保护，同时政府和

学者也应该向提供服务的方向转

变。

对此，刘学斌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他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插
手民俗非遗项目的保护和管理，

政府要做的只是提供资金和政策
扶持，提供健康发展的土壤和平
台。具体保护工作应交给行业协

会运作，行业协会将民间手工艺
者组织起来，采用集团化的市场

发展模式，打造齐鲁品牌。

“按照目前的情况，说唱类民

俗项目迟早要走向灭亡。”对部分

民俗的发展前景，刘学斌在悲观

中充满了无奈。以济南为例，戏

曲、相声、大鼓等说唱类民俗艺术

缺乏必需的生存空间。“这些艺术

没有展示的舞台，在公园、广场等

地进行表演需要高昂的费用，而

且受限制比较多。”

刘学斌建议，将扶持资金直

接发放给民俗传承人的做法弊端

很多，使用效率非常低。正确的做

法应该是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开办

民俗学校，而学校聘请这些艺人
授课，进行资金补偿。这样民俗文
化的传承才会摆脱传统的授徒形

式，注入现代因素，使其更有生命

力。

“非遗”走向市场

是生存还是灭亡

“我这块木刻纯手工制作，需

要两个月的时间，市场价格约为

十万元。”在首届非遗博览会现

场，俞友鸿告诉记者，在传统民俗

项目中，有的完全适合市场的发

展，但绝大部分在市场竞争中只

能是失败者，如何将它们成功推

向市场、实现自我发展是目前的

一个难题。

刘学斌也是一个坚定的民俗

工艺市场化倡导者。他认为，讲民

俗不能不讲市场，山东的鲁绣、刻
瓷、风筝、面塑、泥塑等远近闻名，

再加上其背后儒家文化这个唱响

国内外的因素，山东的民俗完全

具备走向国际舞台的基础。但目

前主管部门还是“山东大汉穿着

三寸绣花鞋”，自我束缚，放不开
手脚。以济南等为代表的北方民

俗生产工艺还是家庭作坊模式，

80%的民俗艺人不懂市场，没有

品牌意识，在市场开发程度上要
落后南方至少20年。

张士闪认为，民俗遗产本身

是活态的，有生命力的，需要活的

传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不
断创新。比如济南的面塑、泥塑等

目前都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内容和形式

进行了创新和改造。民俗艺术是

在千百年间形成的，大部分民俗

所面临的危机在加重，部分戏曲、

传统舞蹈等如果直接推向市场只

会加速消亡。对传统民俗艺术应

该先保护，让它们有生存的环境，

增强其对现代社会和市场的适应

能力，然后选择适合市民需要的

进行市场化，增强其造血能力。

在非遗博览会现场，来自青

岛的民间爱好者谢明郁对记者

说出了自己的担忧。通过市场保

护文化遗产，很容易因外力介入

而损伤其原生性，最终导致一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边缘化、濒

危化，保护反而成为一种破坏。

大多数非遗项目本身的文化价
值还有待发掘，生命力相当脆

弱，在极不成熟的情况下走产业

化和商品化的路子，只能适得其

反。

刘学斌告诉记者，在政府政

绩和市场效益的双重激励下，目

前申遗的功利性很强。很多民俗

争相申遗其出发点是利益，而不
是为了民俗的传承和发展，这样

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对民

俗保护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非遗保护中，

市场化尚需立法等一定的配套设

施。很多济南本地的剪纸、鲁绣、

面塑等艺人纷纷表示，很多产品

的市场前景不错，但仿冒品很多，

对工艺品的发展造成了冲击。只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逐渐

规范，市场化的保护路子才能走

得更远。

18日，首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在济南闭幕，短短四天的展会全国各地的非遗

精品云集，让省城的民俗艺人大开眼界。“非遗”该如何保护？政府在“非遗”保

护中该如何定位？“非遗”该不该走向市场？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济南皮影戏传人

李兴时和孙女表演皮

影。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商河鼓子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