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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 ! ! ! !"#$ 年 % 月，国务院批复同
意，自 !&#'年起，将每年 $月第二
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
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今年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来临之际，第七届国际（上海）非遗
保护论坛、非遗传承研究论坛等一系
列活动，将沪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挖掘、整理、传承和保护推向了一个
高潮。专家们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如
何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寻找到
推动国际大都市发展的内驱力。

更多!非遗"!走出闺阁"

赵丕成是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教授，也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
海派玉雕非遗传承人。“我国玉文化
源远流长，海派玉雕已凝聚了百年
匠心，于 !&##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又在去年列入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第一批目
录。”赵丕成昨天在第七届国际（上
海）非遗保护论坛上撩开了海派玉
雕的神秘面纱。“这个论坛的主题是
‘寻根问道，许多人对海派玉雕知之
甚少，其实，海派玉雕就如同我们这
个大都市，玉凤随着海风，以包容的
姿态和广阔的视野飞翔远方。”他
说，作为非遗项目的海派玉雕，可以
有波斯式、哥特式、巴洛克式，也可
以是包豪斯的现代之风以及当代的
数码之风。由于海派玉雕非遗传承
是活态的，注定它具备了走向当代、
点缀生活之奇功。
如同海派玉雕，上海的确还有

许多非遗“深藏闺阁”，需要社会各
界的助力，才能更好地光大与传承。
在此次由长宁区政府、上海创意产
业协会主办的国际（上海）非遗保护
论坛上，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长夏
萍介绍，从馆藏内容来看，有很大一
部分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艺
术档案，其中有京剧、昆曲、皮影戏
等世界级非遗项目，有越剧、沪剧、
淮剧、评弹、滑稽戏、江南丝竹等国家
级非遗项目，还有金山农民画等上海
市非遗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
材质自身受物理化学反应，档案保
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我们一方
面加强实体档案的保护，另一方面
还积极开发系统化管理软件，对所
有的档案进行分类整理，并开展数
字化保存。经过五年的抢救保护，我
们已经完成了馆藏 (万多件藏品的
数字化挂接工作，但接下来保护和
抢救的任务还很艰巨。”她说。

如何认识真正的上海
从 !&&$年正式启动的上海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行动，其重要的
成果是逐步建立了市级和各区级的
非遗保护名录。通过普查，相关部门
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也
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
我们当下了解、传承上海优秀传统
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上
海社科院民俗与非遗研究中心秘书
长毕旭玲看来，因为这些调查尚未
进行过系统、综合的分析，所以，现
在对上海非遗资源的发展历史及地

域特色等问题，可能还缺乏较为全
面的认识。今后，需要进一步对上海
地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认真梳理，
构建起上海传统文化资源谱系，这
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上海地方传统
文化的精髓，从而实现地方文化的
认同，为上海城市发展服务。毕旭玲
认为，对上海传统文化认识的不清
晰，或将影响上海城市发展以及自
身定位。上海不是一个近代才兴起
的城市，它本来就是如同巴黎那样
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老城
市。因此，在城市发展不断向前求新
的过程中，也应该向后“求旧”。如果
以建筑高楼来做比，求新是在构筑
地面以上的建筑，而“求旧”就是铸
造深广牢固的地基。她说，在上海城
市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我们也必
须不断向后去梳理地方传统文化，
去认识真正的上海，不断加深、巩固
上海城市的文化地基。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戴建国以“礼乐嘉定”为例说，著名
的“上海孔子文化节”活动，以“礼乐
嘉定”的文化建设为主题，将开笔

礼、成人礼、中式婚礼、祭孔大典等
活动在形式上进行固化，在内容上
进行内涵的深化和艺术的探索，拓
展传统文化品牌的深度和广度。这
也表明，都市越发展，礼仪越需要规
整，这是城市文化的根脉。

!零门槛"亲近!非遗"

让传统文化落地生根，让非遗
行走于社区。长宁区在“非遗在社
区”全覆盖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是区
分好传承与传播的关系，根据非遗
项目的特点，对普及型尤其是手工
艺类的项目，设计好适合传播的课
程与教具，凭借传承人的影响力和
号召力，向广大市民进行传播，让市
民能够“零门槛”地进入非遗世界。
长宁区挖掘的非遗项目本身都

源自于社区。它们不仅在社区的文
化活动中心里有一席之地，更是社
区学校、中小学等群众教育阵地的
特色项目。各个社区也都对自己的
项目关爱有加，并开发制作出许多
衍生产品，成为社区的一张名片。
!&&' 年，天山社区成立以面塑艺

人、上海市级传承人张书嘉名字命
名的手艺中心，专注捏面人，从此，
面塑成了天山社区的文化品牌。新
泾镇社区非遗项目众多，重点培育
出了撕纸和西郊农民画两项市级非
遗项目，着力打造“新泾非遗双名
片”。此外，新华社区的连环画、程家
桥社区的上海画绣、仙霞社区的江
南丝竹、北新泾社区的莲湘舞、周家
桥社区的刻纸等，都深深融入进了
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长宁区非遗保护办公室在调研

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大部分非遗
保护单位都是小型企业，国家和地
方税收都还没有对非遗保护单位给
予一定的相关优惠政策，尤其是小
型企业更是困难重重，确实需要得
到一些长效的税收扶持政策。

保护性破坏危害更大
昨天下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也云
集了一批非遗传承及研究领域的大
咖，共同研讨非遗保护的历史机遇
与现实问题。非遗保护，问题何在？

有专家在论坛上表示，目前非遗保
护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些
地方仍然缺乏科学保护意识，重申
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保护措
施不落实，甚至出现超负荷利用和
破坏性开发，背离了实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申
报成功不能一劳永逸。这些问题的
解决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匡正。
有专家提出，有两种倾向需要

特别引起注意。一是建设性破坏，二
是保护性破坏，而保护性破坏的危
害又最明显也最大。一些项目被确
定为保护对象后，一些人片面地去
开发它的“经济价值”。比如，明明是
原生态的歌舞，却按照当代肤浅的
时尚审美趣味去加以改造；还比如，
古老的村落变成了喧嚣的闹市。这
些实际上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一种本质上的伤害。
据悉，目前国内已开始探索通

过政策和法规的手段，在非遗保护
领域实施“三退出”机制：一是非遗
代表性项目退出，二是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退出，三是非遗项目保护单
位的退出。上海社科院民俗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丰明
介绍说，江苏省非遗实施条例中针
对那些过度开发、技艺失传、虚假申
报、难以活态传承的非遗代表性项
目，以及保护动机不纯、保护手段不
当、保护责任无法承担的非遗保护
单位，也都设定了退出机制，并明确
通过专家的评估和报请政府批准，
实行对这些项目与保护单位的退出
制度。既给有代表性的项目让出一
席之地，又避免国家资源的浪费。这
些立法规定使我国的非遗立法制度
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参照性。

非遗传承力戒“重申报轻保护”
目前国内已在探索实施!三退出"机制

! ! ! !有一种观点已经得到

认同!那就是"保护非遗的

核心在于保护#人$"即非

遗传承人% 只有保护好了

&人$" 才能实现技艺传承

和文化传承%

我国从 !""# 年开始

实施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

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 目

前" 已经评审和认定的五

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

$"#%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

遗是必须要依附于人或群

体的意识和实践才能留

存%因此"传承人是非遗保

护的关键和中心%

有道是" 抓好了传承

人队伍" 就等于是在非遗

保护工作中执了牛耳% 然

而" 总觉得这句话只讲了

一半"还有另一半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就是" 非遗保护和传承绝对不应

该是&小众的$"是&私房的$"而应该

是全民的"是大众共同参与的%就拿

捏面人这门技艺来说" 传承人固然

重要"但是"如果仅靠几个传承人的

&单亲繁殖$"那最终仍是阳春白雪%

只有让更多的民众也学着喜欢捏面

人'学着掌握捏面人的手法"学着用

捏面人来装点周遭生活" 这样的非

遗传承才会是万紫千红!

非遗不是孤芳自赏" 而应该是

一种普及化的大众文化!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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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参与互动体验剪纸技艺 杨建正 摄

! 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展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金山农民画已是市级非遗项目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

! 孩子们从小体验非遗文化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