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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其传承问题
——以乌市七坊街剪纸工艺为例

贾吉泳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智慧是知识凝结的宝石，文化是智慧放出的异彩”，随着国家文化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问

题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笔者有幸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坊街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了一次有关“非遗”的田

野研究，调查中涉及剪纸、面人儿、泥塑等众多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其发展可谓各有千秋，表现形态亦异彩纷呈。众多精品中，剪纸令笔

者感触颇深。本文将以剪纸工艺为主线，从非遗传承人背景，非遗事业的发展及传承现状，非遗传承遇到的瓶颈及新时期非遗传承的出路

等问题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去，来世和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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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想必在学术界定为众人所熟知，

但若刨根问底，却鲜有人知其来源及深刻意涵，笔者亦然。“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世界遗产委员会 1982 年墨西哥

会议的文件上，这在文化遗产的概念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2003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通过了《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标志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表述的

成型。 
上述公约明确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

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并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规范的

定义，即被各共同体、团体、有时或为个人当做其文化遗产之一部

分的各种实践、表演、表达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

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空间。具体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

种类型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知识，大体分为五个方面：民间文学及民

族语言；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和竞技等；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民间的天文、立法、医药和民间信仰等；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包括雕刻、绘画、刺绣、编织、剪纸等。笔者

这次做田野研究的七纺街创意产业集聚区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非物

质文化元素。

一、关于非遗传承人

七纺街创意产业集聚区以西域文化为底蕴，兼容阿拉伯文化，

伊斯兰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力图打造新疆的“798”。园区厂房

外墙被喷上了个性鲜明的涂鸦，寻着充满金属质感的扶梯进入楼内，

一种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静谧的氛围，精致的壁画，伴随着淡淡

的幽香，一切都显得那么惬意，一个个工作室也因各类民间艺人、

艺术家的设计而个性鲜明。除了诸如宝石画、logo 设计等现代化

特征明显的艺术表现形式外，当中也不乏剪纸、面人儿、泥塑等非

物质文化相关的作品及艺人。众多民俗事象中，笔者偏被剪纸这门

艺术深深吸引，那么究竟是什么打动了他呢？是美轮美奂的剪纸作

品？亦或是非遗传承人对剪纸的那份执着与痴迷打动了他？且听他

娓娓道来。

沿着厂区二楼的走廊右拐，第一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王老师的剪纸艺术工作室，进入屋内，各式各样精美的剪纸作品散

布于工作室的每一个角落，有传统的十二生肖，有代表中华文化精

髓的福禄寿，更有各色小说人物和生活人物等，可以说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这些物件儿或摆设，或悬挂，虽然纷繁，但却显得井

然有序。“各位可以静下心来仔细观看，你会有所收获。”依声寻

人，笔者发现一位身着印花绸缎、外形略显瘦削的老人端坐于房门

一角，大致看去，估摸已年近花甲，但依旧声如洪钟，神采飞扬。

在与老人的攀谈中，笔者了解到老人世居新疆，三代传承剪纸技艺，

现为自治区级和乌鲁木齐市级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且担

任自治区文联民间剪纸艺术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老师早年毕业

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专业，从小学习剪纸，从事这门手艺迄今已有

五十多年，许多作品在日本、美国等地都有展出，其代表作有《福

禄寿喜图》、 《龙凤呈样》、《连年有余》、长卷《迎奥运》、《刀

郎麦西来甫》、《60 年的辉煌》等。据王老师介绍，新疆现在专

业从事剪纸的非遗传承人屈指可数，加上她本人全疆不超过五人，

可以说剪纸这项传统民间工艺在新疆的现状令人堪忧。

二、非遗的发展现状及传承困境

民间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剪纸艺术的兴盛源自民

间老百姓对美的追求，源于生活的需要，早在唐朝，就有大诗人杜

甫“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不朽诗篇，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时至今日，民间剪纸原本应该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现实

似乎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新疆。首先是这门民间工艺的受众不

多，孩子们整天围着各类辅导班转，成年人都忙着上班，老年人遛

鸟、打麻将，仅有少数青少年还对剪纸感兴趣；再者就是出于各种

现实原因，学习的人多半途而废，不能持之以恒，甚至包括非遗传

承人的子女都没几个能真正把家传的手艺传承的。上述现状必然引

起非遗传承的困境，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究其原因，大致有四点内容可解释此类现象。第一点应归因于

大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变革，现代化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渗入到

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许多传统的民间

工艺被抛弃，人们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更乐意去追逐哪些容易引起感

官冲击的快餐文化，尤其是青年一代，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去学

学剪纸。第二点在于现代人功利性太强，做事情总是以能否带来直

接利益作为衡量标准，剪纸这门技艺需要多年甚至终身的学习才有

可能出师，不能迎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自然不那么受青睐。第

三点还是要说说个人的品味及涵养，每每论及涵养，许多人总把它

与个人文化水平混为一谈，实则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化水平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涵养，但二者不能划等号。有些人

文化水平是高，但个人修养达不到，以致不能去正确评判民间工艺

和民间作品，举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些貌似品味很高的所谓文化人

宁愿拿几十块钱去买根哈根达斯，但要让他花这些钱去上节剪纸课，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地域的限制。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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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州亚运遗产的开发策略

广州亚运会给人们留下了以亚运场馆为代表的有形遗产及文化

艺术等大量无形遗产，旅游开发对于亚运会遗产的利用及广州旅游

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积极承办体育赛事与会展、大

力开展亚运遗产旅游营销等措施推进亚运遗产旅游开发。

（1）积极承办体育赛事与会展；亚运场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

承办体育赛事，亚运会后，本功能可进一步发挥。广州亚运场馆先

进的设施设备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为举办各类体育赛

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承办会议、展览也是亚运遗产赛后利用的重

要方式，历届亚运和奥运主办地大多成为国际会展中心，并以此开

展大规模会展旅游。

（2）合理开发亚运遗产旅游产品；本着地域性、文化性、科

学性、综合性、多样性等原则开发设计亚运遗产旅游产品。许多新

建的亚运场馆特色浓郁，如展示岭南建筑轻灵飘逸神韵、外形呈飘

逸彩带的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隐喻广州云山珠水、外形呈白蓝

双色螺旋状的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形如硕大银色头

盔的广州自行车轮滑极限运动中心，都可以开发为集观赏与休闲于

一体的旅游新景观。

四、后亚运视野下广州会展旅游发展的前景趋势分析
后亚运会时代广州将展开新一轮的开发建设高潮，包括城市标

志建筑工程、沿江风景带的改造与建设等等，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功

能的完善将带动城市旅游迈向一个新台阶。

1、旅游形象的树立如何加强

近年来广州城市建设对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正面意义较大，但

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负面影响的存在，从广州为推动城市旅游发展而

进行的一系列“造月”工程目前的效果来看，通过建造主题公园来

弥补广州旅游资源的不足并没有成为广州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和积极

因素。因此，深入地挖掘、开发特色旅游资源，提高广州旅游文化

品位，增强广州旅游魅力和竞争力，有重点地开发特色旅游资源是

未来广州建设的一个新挑战。

2、旅游业的发展对广州各行各业的带动： 
亚运会作为一项重大的综合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广州软、

硬件水平。借助后亚运会时代的浪潮，政府与行业管理部门对这住

宿设施进行改造，增加了旅游元素、丰富产品类型形成特色。房地

产背景投资兴建的饭店或饭店式公寓增长很快，如星河湾酒店、凤

凰城酒店、奥林匹克公园等。

后亚运会时代已经为广州旅游业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亚运

会后广州入境旅游迅速发展，广州的旅游品牌形象与核心竞争力得

到了巨大提升，并拉动了广州旅游业的外汇收入；更好地改善与提

高了广州旅游业的软、硬件水平，旅游产业政策也得到了更合理的

调整。在亚运会举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亚运会对主办城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亚运会推动广州会展旅游进

一步发展， 并进而带动各行业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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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中国群众性最广泛，地域最鲜明，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和最

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态，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特色

和异域风情凸显，而剪纸作为一种带有很强内地烙印的文化符号，

在与新疆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同时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

三、非遗的保护及非遗传承人自身的提升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从现实情况出发，可以采取

多方面的措施。首当其冲的是教育和宣传，教育是唤起全民文化自

觉的重要手段。“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的一个

概念，是指人们如何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也就是说，人们

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文化的来源和发展。在西方国家，人们的文化自

觉意识就很强，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是占据重要地位的，

他们较好地保存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他国产生影响，圣诞节、

情人节等都是明显的例子，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当然，本国在这

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国务院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

国的“文化遗产日”等。再者，借助如今先进的科技，建立非物质

文化遗产相应的数据库是个不错的抉择。这样既可以更有效地保护

易损的非遗珍品，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这一媒介便捷地宣传非物质文

化，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

除了外部作用的促进外，关于非遗传承人这一内因也是必须考

虑的因素。习总曾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非遗传承人也不例外。

首先，非遗传承人需要不断学习充电，请各高校名师讲课，让非遗

传承人在掌握传统技艺的同时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若情况允

许，学习国外先进文化，以求中西结合，走多元化发展道路，诸如

此类的剪纸工艺学术沙龙可以长办；其次，非遗传承人可参加各类

资格认证的活动，以打造个人名片，提升知名度，增加社会各界对

非遗和非遗传承人的认可度，王老师就参加过业内最高级别的全国

工艺美术大赛，并获银奖，此外诸如“金凤凰”大赛等相关赛事也

较受瞩目，不同层次的民间艺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再次，非遗

传承人可以到各大院校代课，在宣传非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可以有

一些额外收入，运用这些收入使个人工作室能够正常运作；还有，

非遗事业同样要体现公益性，王老师就去过很多地方免费教授剪纸

技艺，从街道社区到中小学校，从国家机关到监狱系统，常常可见

王老师的身影，她用精湛的技艺，崇高的道德影响着各行各业的人

们，从而让他们对非物质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由此观之，非遗传

承人需要做的仍有很多，可以说非遗传承人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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