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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展览馆人流如织 摊位前热闹非凡

“非博会”首日 参观者爆棚

本报枣庄9月6日讯
本届非博会，共招募了500

名志愿者，在展馆内为游
客服务。

据了解，为了做好非
博会志愿服务工作，本次
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
愿者。共有来自云南省、北
京市、福建省等14个省市的
4000多名市民报名。

这些报名者中，大部
分是大学生。此外还有机
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
个体工商户等。年龄跨度
从“40后”到“90后”多个年
龄段，学历多数在大专以
上，其中还有一些报名者
曾参加过奥运会、世博会、
亚运会等大型赛会服务。

经过海选和复试两个
阶段，最终有500名报名者
成为了本届非博会的志愿
者。他们主要负责解答市
民疑问、路线指引以及其
他一些服务项目。

500名志愿者

学历大专以上

本报枣庄9月6日讯 6

日，记者在非博会展馆门口
看到，工作人员在帮助非遗
项目的传承人填写《作品著
作权登记申请表》。

据介绍，为更好地宣
传、保护和利用非遗产品，
全面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台儿庄区组织相关
工作人员在非博会门口设
立了非遗版权免费登记处，
帮助非遗传承人申报作品
著作权。

版权登记实行免费、
自愿原则，登记的范围为非
遗项目中的民间文学作品。
登记过程中，非遗传承人需
提交版权登记申请表、版权
所有人身份证明文件、作品
说明书、作品样本等资料。
登记完成后，工作人员会将
信息上报国家相关部门。批
复后，版权所有人可获得中
国版权保护中心颁发的作
品著作权等级证书，并可通
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官方
网站查询相关证书信息。

本版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崔维成 武春澍

非遗传承人

登记著作权

本报枣庄9月6日讯 6日上午，
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在台儿庄开幕。经过精心准备，三个
展馆开门迎客，瞬间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展馆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爆
棚。

“开幕式场面真太壮观了，这是
我第二次来枣庄玩，主要目的就是观
看非博会。很多非遗项目以前都没有
听说过，全国各地吃喝玩乐的项目都
有，非常丰盛，打算在这边多待几
天。”在A1展区一位女游客戴晓君激

动地说。
三个展馆首日开门迎客就迎来

了一个小高峰，在各展馆内，年轻人、
孩子、老人、志愿者穿梭在各展馆之
间，场面宏大热闹非凡。“这个活动很
早之前，我就开始关注，在场馆建设
的时候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现在终
于等到开幕式了，太高兴了，非常热
闹。”一位家住台儿庄区的市民郭先
生是一位非遗爱好者，没事的时候也
做点小手艺，他对这次非博盛会期待
已久，开幕当天他就带着妻子迫不及

待地赶了过来，在B展馆内，郭先生显
得非常兴奋，“第一届非博会的时候，
我之前还专门去看过呢。”

在现场，一位老人领着一个七八
岁的孩子在B展馆烟台展区的一个
参展项目“布老虎”面前，驻足观看，
挑选了大一点的布老虎。“我知道布
老虎能辟邪，很早之前就想给孩子买
一个布老虎枕头，可是没有遇到合适
的，没想到这次在这里还发现了。非
博会真的不错，我们平常很少见甚至
见不到的东西，在这里都能看得到。”

众多的游客进入场馆，也让展馆
内的志愿者忙个不停，虽然众多的非
遗项目精彩绝伦，但是作为志愿者，
他们从事的都是服务工作，志愿者对
陌生的游客进行秩序引导，或者是咨
询解答，整个展馆到处是他们忙碌的
身影。

据工作人员介绍，随着周末的到
来，来展馆参观的人会越来越多。“从
周六开始，预计来参观的市民会更
多，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迎客准
备。”

杨淑学：7根线操控“飞狮夺球”
表演者已69岁，精彩演出吸引市民驻足

在本届非博会B展馆，杨淑学表演的“飞

狮夺球”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今年69岁的

杨淑学告诉记者，虽然大家都喜欢他的表

演，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接班，这项文化遗产

正面临失传的窘况。

狮子飞身抢绣球 游客直呼真精彩
6日上午，在本届非博

会B展馆二楼，杨淑学表演
的“飞狮夺球”吸引了很多
游客驻足观看。杨淑学左手
拿着两个根尼龙线，控制着
两只狮子的尾部；右手拿着

5根线，控制着狮头和一个
红色绣球。他不停地前后拉
扯，两只狮子和绣球都动了
起来。当一只狮子张开嘴去
试图咬住绣球时，另一只狮
子也“飞身”去抢。

最后，两只狮子同时咬
住绣球，并使劲往后拉，绣
球也随即被拉成了两半，同
时出现了一幅条幅，上面写
着“贺第二届非博会圆满成
功。”此时，现场爆发出了热

烈的掌声。在老人的表演过
程中，游客纷纷拍照。

“太精彩了，从没见过
这么精彩的表演，再表演一
次吧。”一位市民看完表演
后大声喊道。

耍“线狮”师从父亲 17岁登台演出
据表演“飞狮夺球”的

杨淑学介绍，他是日照市岚
山区高兴镇冯家庄人，今年
69岁。从17岁开始，杨淑学就
跟着父亲学习耍“线狮”。

“线狮”是杨淑学的父亲在
1944年的时候，从一个游医
那里学来的。“当时那个游
医在我们村租了一间房子
卖药，会耍‘线狮’，我父亲
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看着
不错，就慢慢跟着他学会

了。”杨淑学介绍，后来父亲
就开始在周围的村庄表演
耍“线狮”。

17岁时，杨淑学开始跟
着父亲在附近各村耍“线
狮”演出，“经常跟着父亲演
出，没有专门学，时间长了，
我慢慢就会了。有时候也扮
个小角色，或者登登台，空
闲时间也就拉两下。”之后
杨淑学的技术不断进步，逐
渐可以单独演出了。

杨淑学从父亲那里学
来的“线狮”是把两只小狮
子用绳子挂在梁头上，绳子
的另一端在舞狮人手中，一
只手控制一只小狮子，两只
小狮子中间有一个绣球。

“当时一只小狮子也就50厘
米长，一直都是上扑下跳
的，技术比较简单。”1979年
杨淑学在临沂排练节目，准
备参加省里的一次文艺演
出，“我就一直揣摩，能不能

弄一个能打开的绣球，里面
挂上祝福类的条幅，最后让
两只狮子咬开。”经过多次
试验，杨淑学终于获得了成
功，将单纯的“线狮”改进成
了更有意思的“飞狮夺球”。

改进之后，杨淑学还更
换了“狮子”，“现在的小狮
子一只长一米多，重4斤，对
体力的要求很大，每次耍十
分钟左右，会出一身大汗。”
杨淑学说。

杨淑学在表演的过程中，他
的二儿子杨佳乐一直在旁边观
看。据杨佳乐讲，他从3年前开始
跟着父亲学习该项技艺，也常跟
着父亲去参加一些演出。

“我想让我二儿子接我的班，
然后传给我的大孙子，这样就可
以保证近百年不失传。”杨淑学对
未来的接班人已经进行了安排。
但是记者了解到，杨佳乐在当地
做生意，平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
该项技艺。而杨淑学的大孙子对

“飞狮夺球”的兴趣也不高。
“人们娱乐的途径越来越多，

这项艺术可走的路是越来越窄，
逐渐就没有了市场。”杨淑学无奈
地说。

格传承人说

接班人没兴趣
手艺面临失传

非非博博会会展展馆馆内内人人头头攒攒动动。。 青青海海的的姑姑娘娘正正在在制制作作土土族族盘盘绣绣。。

杨杨淑淑学学正正在在表表演演飞飞狮狮夺夺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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