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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奋进新时代
壮阔东方潮

“非遗”，全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国各民族传承

千百年来不落文字因而几近失传的技艺和记忆。它在21

世纪赋予我们重新认识自身文明DNA的途径。2001年，

中国的“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述

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2003年，“古琴”继续被列入

第二批“代表作”，我国同时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渐渐地，“非遗”这个新名词

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

在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中，一代代移民来到上海，也带

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风俗，融入上海天生具备的江南文

化，逐渐成为上海文化大码头的底色。各地传统文化熔于

沪上，再加上海外文化的注入，最终形成了上海独有的

“海派文化”。其中，独具城市辨识度的“上海非遗”，以见

证中国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迹、勾勒江南文化的吴越积

淀而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非遗形成显著差异。在“上海非

遗”的名单里，我们看得到市民性格、生活态度乃至城市

精神，也串联起人们对城市文化内涵的美好记忆与期许。

本报记者 赵玥 朱光

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第一批国家级非遗

名录公布

第一批上海市

非遗名录公布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通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 试点工作在上
海启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施行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届大会

上通过%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

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在大世界 % 楼上演，踏进展
厅前，游客会领取到一本《上海市居
民购粮证》，小贩的叫卖声中，一幅热
闹的石库门生活场景映入眼帘，修
鞋摊、粮店、老虎灶、烟纸店一应俱
全。穿梭其中，翻阅当年的票证、报
纸、小人书，与 !"&$年仿佛进行了一
次时空连线。

而更多的商业街区，也在向观
众和游客展示民间、民俗、民族文
化。嘉定南翔老街举行的小笼文化
展上，不仅有一屉屉香飘海外的小
笼包，还有海派旗袍、蓝布扎染、徐
行草编、嘉定竹刻等非遗项目一一
亮相；曾享誉沪上的古玩邮币卡市
场豫园华宝楼，吸引了不少国家级
非遗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相继入
驻，开设了陶瓷、铜艺的新空间；浦
东三林老街平日并不算热闹，但每
逢节庆或庙会，花鼓戏、舞龙舞狮、
荡湖船、江南丝竹、踩高跷等行街表
演，让老街瞬间华丽转身，既勾起人
们的记忆，又激发出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的热情。

资源活化

搭建传承平台

今年上海设计周期间，巨大的装
置艺术作品《百鸟林》给所有观展者留
下了深刻印象。蓝印花布、丹寨蜡染、
阿坝羌绣、苗族百鸟衣四种非遗元素
融入手工织染的布匹，结合激光材料
和透明彩色软玻璃等材质，营造了一
个时尚鸟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的黄金

年代，上海制作旗袍的裁缝店数不胜
数，其中又以苏广成衣铺数量最多、名
气最响。如今赫赫有名的龙凤旗袍，其
第一代传承人朱林清就曾在苏广帮裁
缝铺学艺，后来朱林清创办了朱顺兴
中式服装铺，解放后又与其他四家中
式服装衣铺合并，成立上海龙凤中式
服装店。落户静安的龙凤旗袍，继承了
苏广成衣铺“镶、嵌、滚、宕”的传统工
艺特色，并发展出“镂、雕、盘、绣”的绝
技。龙凤旗袍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
人徐永良介绍，定制一件龙凤旗袍，要

精确测量人体 '(个部位的尺寸，以保
证成衣完美贴合体型。在陕西北路上
的龙凤旗袍的旗舰店内，陈列有“喜·
福”“雀·舞”“玲·珑”三个系列十余件
新品旗袍，适用于婚嫁、商务晚宴、晚
会等各个使用场景。
今年 )月，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了

以“中国品牌·世界共享”为主题的首
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代表上海做
特色展示的就是龙凤旗袍。龙凤旗袍
还曾代表中国参加 *+!+上海世博会
和 *+!, 米兰世博会。徐永良回忆，
*+-!年，龙凤旗袍还首次在法国卢浮
宫亮相，精致繁复的盘扣和刺绣让在
场的外国专家惊叹上海技艺的细腻。
非遗是城市文化符号的重要来源

之一，是城市精神和文脉的重要体现。
上海之所以能形成独树一帜的海派文
化，正是因为改革开放 .+年来上海对
传统文化的悉心呵护与活态传承。借
助文化遗产元素来强化独特的地方文
化标识，也让上海这座城市更具人文
色彩，更具吸引海内外友人的亲和力，
更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风范。

政府主导

保护形成合力

“非遗”，在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
前，还是散落在民间的遗珠，甚至被岁
月和风霜蒙尘千百年。*++,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根据我国加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的承诺，
上海筹建市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心。当时
上海非遗状况是“多头管理、分散保
护”。非遗的概念，很多人并不清晰，甚
而笼统地认为是“民间文艺”。尽管“民
间文艺”里一些民间口头文学的收集，
早已有之，但都是各个单位和个人力
量，零零星星“口述实录”，完全不能与
现在将“非遗”以一项重要国家政策的
高度推广相提并论。
“查家底”是“非遗”工作的第一步。

*++,年起，上海启动了覆盖全市的非遗
资源普查，共搜集各类资源线索 -万余
条，项目资源 -"/"个，共认定、公布了五
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

人，现有国家级项目 ,,项（包含子项 (/

项），市级项目 **+项，区级项目 .++余
项；国家级传承人 ".名，市级传承人
(.&名，区级传承人 &++余名。*+-,年，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
实施，该条例在法规名称上突出“保护”
二字，并在法规中将此主线贯穿始终。
近年来，市非遗保护中心积极推进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丛书编辑出版、
系列专题片摄制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数字化采录工作。目前，已完成《江
南丝竹》《昆曲》《上海剪纸》等 ..部丛
书分卷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典》；摄制完成《顾绣》《朵云轩木版水
印技艺》等 .*部系列专题片。,-名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数字化采录工
作也已推进过半。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网、“上海非遗”公众微信号也已开通，
初步建立起上海市非遗保护数据库。

链接生活

重现传统文化

.+年前，住在当时卢湾区太平桥

地区石库门的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灰墙青瓦的房屋会成为焕然
一新的“新天地”。彼时旧城区改造正
值城市更新的关键时分，该地区因拥
挤凌乱、卫生条件不佳被列入改造名
单。担任改造总设计的美国建筑师本
杰明·伍德提出了“旧的建筑、新的生
命”方案，提升了石库门的居住功能，
赋予其新的商业价值。

如今，行走在新天地，会发现北部
地块保留了大部分石库门建筑，南部地
块则以新建筑为主，一条步行街串起南
北片区。海派和时尚、传统和现代、过去
与未来，新天地将这些特质融合在了一
起，成为上海融合红色文化、江南文化
和海派文化的标志性景点。

现在，如果想重温在石库门生活的
小日子，除了到弄堂里走一走，还可以
到“非遗游乐园”大世界里逛一逛。始
建于 -"-& 年的大世界以戏曲、曲艺和
游艺杂耍为特色。*++/年 ,月，大世界
闭门谢客，*+-( 年底又以非遗的活态
传承方式，融入生活再出发。这个秋天，
大型沉浸式城市记忆展演秀《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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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未来，非遗文化还将继续做大做强，一方面可以盘活已有的非遗资源，继续
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可以吸纳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非遗到上海来展示交
流、融合发展。
非遗保护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就是说，非遗实践一定要回

归社区、回归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保护工作未开
始时，各项技艺都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有些可能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变得非常兴旺
发达，有些可能因为社会变迁等客观因素就消亡了。非遗保护工作启动后，符合条件
的项目有了更多的平台去展示发挥，既装点了市民的生活，又丰富了市民的文化需
求。而那些无法顺利在当代生存发展的项目，要为老百姓所知所用，就必须随着时代
的需求不断迭代。
未来，上海将推动非遗保护融入公共文化服务，继续推进“非遗在社区”项目，推

动非遗传承人扎根社区，实施网格化传习与服务，指导相关地区将非遗展演展示项
目纳入当地公共文化服务菜单，推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活动与特定
社区基层群众性文化活动有机结合，广泛推动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同时，以“文
创 ,+条”为推动，举办围绕非遗的创新创意大赛，推动中华元素的当代表达，促进传
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赵玥 朱光

见人见物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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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非遗作品***缂丝长裙 胡晓芒 摄

" 非遗彩石玉镶嵌图#锦绣万年春$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 昆曲 !牡丹亭" 胡晓芒 摄 " 上海设计周期间展示的非遗传统手工艺的公共艺术装置#百鸟林$ 杨建正 摄 " 海派撕纸非遗传人的撕纸作品 胡晓芒 摄

激活城市文化丰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