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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专家会集第二届非博会论非遗

守住老祖宗
留下的根
文/本报记者 师文静 片/戴伟

非遗必须严格保留老相貌？

非遗的核心工艺不能丢

对于依靠老手艺而传承的非遗
来说，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严格按照老
相貌来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或者根
本不适应当下人们的生活，那么非遗
就只能进入博物馆当陈列品吗？非遗
产品不能挣到钱，无法传承就只能消
亡吗？面对这个问题，中国艺术研究
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海霞称，
为了更好地保护非遗，非遗可以适当
地加入机械化制作，也可以在特别用
料上有所创新，但是技艺类非遗必须
保留本真的材料、传统的工艺和手工
制作三个核心内容。

王海霞称，其实在实践和理论
中，都允许纯手工的非遗可以适当地
在生产中加入机械化工具，但是机械
化介入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才是
大家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调研中王
海霞发现，有些传统的非遗工具只
能在博物馆才能找到，但是这项非
遗的核心工艺还保留着，在没有传
统工具的情况下，能否用电机呢？答
案是可以的。只要非遗的核心工艺
不被损害，这个核心工艺就是非遗保
护的底线。

非遗讲究原材料的运用必须本
真，必须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配方进
行制作，但是在一些非遗原料面临困
难的时候，能否对有些材料进行替换
呢？王海霞称，她了解到，有一种竹编
工艺在内部材料的选择上利用了现
代的玻璃钢，外部竹材、内部玻璃钢
的搭配让竹编很时尚，扩大了市场。
而对于象牙雕刻工艺来说，在禁用象
牙的当下这种工艺基本上失去了原
材料，这种情况下，骨雕大师们通过
用牛骨代替，制作出了精美的骨雕龙
舟，得到大家的认可。

王海霞称，不是说非遗要传承和
保护就不能创新，因为传承与发展是
不同的评价体系。对于原生态的非遗
保护对象，必须保留原本的工艺、材
料，因为它不是商品，是收藏品；而非
遗的衍生品则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
可以采用传统的技艺来制作贴近现
代生活的产品。“很多传统手工艺已
经脱离了现代生活，走向了专业化和
博物馆，但是也可以经过创新让老产
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生产性保护就是追求市场？

不能急功近利去开发

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乌丙安对非遗保护忧心
忡忡，他说现在之所以特别关注非遗
的保护，是因为非遗是老祖宗留下来
的东西，大家想继承和保护老祖宗留
下的东西，而不愿意做败家子。乌丙
安称，当下的非遗应依法保护和科学
保护，非遗保护的成败关键在此。

“地方政府不要见到非遗就脸红
心跳，不能只想到它能带来多少万产

值，因为非遗的价值不能用价格去衡
量，而是应该看到非遗的文化内涵和
精神价值，不能盲目地去开发。”乌丙
安称，《非遗法》中提到国家鼓励和支
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
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
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
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地方政府急功
近利想要去开发非遗项目的时候，不
能忘记《非遗法》以上的内容。

乌丙安称，当下某些地方对七夕
节牛郎织女传说的开发已经到了逾
越底线的地步。浪漫的鹊桥改为一桥
飞架，牛郎织女传说中的鹊鸟换成仙
鹤，七月初七上弦月改成十五的满
月，牛郎织女的人物服装不显示牛郎

织女特征等胡闹的做法，已经到了损
害非遗的程度。“保护非遗就不能嫌
非遗挣钱少，不能急功近利去开发，
若是非遗被开发枯竭了，以后怎么
办？”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马盛德也
称，国家对于非遗制定了缜密的方
针，总体上以保护为主。因为每个项
目都有其传统的制作流程，非遗的创
新需要非常谨慎，例如唐卡中的宗教
人物绝不能开发成其他人，木版年画
也不能刻成明星的形象，要保护非遗
的核心技艺和传统样式。

“非遗传承的不仅是技艺还有文
脉，非遗的保护不能仅看到其经济利
益而是要把握其人文内涵。非遗的生
产性保护与发展文化产业是两条线
运作，不能混为一谈。”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周小璞强调。

吉祥物“石榴娃”

红遍“非遗”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9月6日，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枣
庄开幕。本届博览会吉祥物”
石榴娃”因造型美观，色彩丰
富，寓意深刻，有着浓浓的地
方特色，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
卡通形象。

“石榴娃”，这个广受喜爱
的卡通形象由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顾群业团队设计。石榴
娃，源于闻名于世的枣庄万亩
石榴园。石榴多子，代表多子
多福，寓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据顾群业介绍，第二届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吉
祥物的创作是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组织的。顾群业说，前期他
们设计了3套方案，设计初期的
思路主要还是在挖掘枣庄当地
文化上，分别从鸱吻、抱鱼娃
娃、运河古城等角度进行构思
和设计。后来在搜集资料的过
程中发现枣庄洛房泥玩具有不
倒翁的形象，而洛房泥玩具恰
巧也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在枣庄可以说是家喻户
晓。后期的修改中，为了增强亲
和力，又赋予泥玩具造型以娃
娃的形象。随着对枣庄当地文
化的深入了解和不断挖掘，最
终将枣庄的运河文化、万亩石
榴园的概念融合进去。

在 7 日

召开的第二

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

博 览 会 高

层论坛上，

来自全国

各 地 的 专

家对非遗的

生产性保护

进行了讨论。专

家提出，不少地方误

将保护发展非遗当做非

遗产业化发展，从而导致与

保护非遗背道而驰。

来自
青岛的李文
玲表演剪纸
艺术。

招远
人将黄金溜
槽堆石砌灶
冶炼技艺搬
到了现场。

海南黎族
传统的纺染织技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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