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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济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亮点颇多

《《礼礼乐乐邹邹鲁鲁》》走走出出山山东东，，演演到到韩韩国国

市食药检测中心
邀您参观实验室

C03 身边

本报记者 汪 泷
通讯员 樊云松 张媛媛

披上“新衣”
泥咕咕走出国门

“嘀嘀……”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精品展上，泥塑
传承人刘瑞东制作的“小玩意
儿”吸引了众多孩子，同时也吸
引了不少中老年人的注意。

“这是泥咕咕，你们这代人
都没见过。”当一个小孩拿着泥
咕咕摆弄时，刘瑞东在一旁笑着
说，这燕子形状的小泥哨俗语叫

“泥咕咕”，如今年纪上了四、五
十的人才见过，“过去这都是拿
牙膏皮等物件儿换来的。”

在刘瑞东的创新下，如今
这个老物件不仅涂上了各式各
样的彩色花纹，让小泥燕子更
加活灵活现，还装上了一个漂
亮的小盒子，上面写着“泥咕
咕”三个大字。

“可别小看了这几个小改
变，有的朋友从我这里订购之
后，卖到了法国、日本。”说到这
儿，刘瑞东很自豪。

“去年，北京一家文化公司
跟踪拍摄了近半年，他们把我的
泥塑视频制作成《中国艺术公开
课》。”刘瑞东告诉记者，这个视
频将被放到网上，供网民们免费
观看，“我们几个非遗传承人正

在谋划着打造‘非遗大公益’计
划，希望在继承济宁非遗文化核
心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让济
宁的非遗走出去。”

在本届文化遗产日上，刘
瑞东和剪纸传承人张跃广都被
评为2015年度非遗保护十大传
承人。他们二人积极参与的“非
遗过大年、寻味老济宁”任城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也同样
被列入“十大非遗亮点工作”。

接上地气
手工技艺才能传下去

作为十大亮点工作之一，嘉
祥春秋源鲁锦博物馆开馆也赢
得许多非遗保护专家们的认可。

“如果说现如今手工技艺类
的非遗项目正在不断贴近当代
人的生活和审美标准，那么这家
博物馆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榜
样。”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去年8月9日，春秋源鲁锦
博物馆开馆运营。这座博物馆
藏有469件珍贵的鲁锦展品。

“我们将散落于鲁西南民间的
鲁锦传统手工织布高手、刺绣、
盘结等手工艺人汇集在一起，
给他们以艺术设计指导。”在活
动现场，一位负责人说，这种模
式使得这些手工艺术形式与今
天飞速发展的社会需求更好的
融合，散落于民间的艺术之花
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这座博物馆由嘉祥一服装
企业出资建成。”这名工作人员

介绍，之前这家企业单纯的生产
服装，后来将鲁锦的制作工艺、
艺术理念融入到服装中后，在市
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如今手工技艺类的非遗
项目，需要通过结合当代人的
审美、生活需求，不断创新发
展，才能更好地生存、传承下
去。”济宁市文广新局社会文化
科科长刘凤来说。

同样是手工技艺类，微山
县的“麦秸画创意传承”不仅获
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还发挥其
自身优势助力精准扶贫。

查阅典籍
“复活”《礼乐邹鲁》

今年春节期间，大型礼乐
文化剧《礼乐邹鲁》在声远舞台
盛大开演。这部由邹城市文广
新局等单位精心打造的节目，
去年还曾到多个省份巡演，使

其成为古代礼乐复兴的一个典
范。邹城市文化馆馆长高德文
介绍，这部文化剧获得十大非
遗亮点工作称号，让许多邹城
文化工作者们很有成就感。

高德文介绍，三年前，邹城邀
请本地学者、外地专家，查阅古
籍、史书，逐步将北宋时期朝廷钦
定的祭孟大典章程重新“复活”，

“我们在包括《四库全书》等古籍
中都查阅到了相关资料，确保邹
鲁礼仪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随着《礼乐邹鲁》走出山
东，甚至走出国门演到了韩国，
高德文希望下一步经过不断的
完善、细化，让邹鲁礼仪能更好
地推广出去。

“评选优秀传承人、亮点工
作，无疑是对济宁市各级非遗传
承人、文化工作者的一种鼓励和
支持。”刘凤来说，尤其是亮点工
作的评选和表彰，直接提高了文
化工作者的参与积极性。

11日，中国文化遗产日。济宁市文广新局表彰2015年度济宁市
非遗保护十大优秀传承人、2015年度济宁市十大亮点工作。当日举
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精品展吸引了百余位非遗传承人参
加，甚至还吸引外地的非遗传承人慕名前来。济宁市的非遗环境越
来越好，许多手工技艺类的非遗项目经过不断创新，也逐渐被社会
大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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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2015年度非遗保护十大优秀传承人。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 礼 乐 邹
鲁》演出场景
(资料图)。


	H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