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B 2018年4月14日 星期六
编辑／陈旭照 校对／黄睿典 组版／鸽子文化·聚焦 文化周刊

生
产
性
保
护
显
活
力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老
技
艺
，融
入
新
内
容
，结
合
需
求
搞
创
作

非遗资源丰富
保护传承形势严峻

我市于去年3月颁布实施《洛阳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成为全国第二个颁布
非遗保护条例的设区地级市。

《条例》对专项经费申报制度的
设定、传承人的保护办法、违法行为
的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并明确
提出分类保护，根据非遗项目的具
体情况和特征，分别采取抢救性保
护、记忆性保护、传承保护及生产性
保护等。

“对部分发展较好的生产性项
目，积极推介和指导，对有较高文化
价值和较大影响的项目，积极向上一
级申报。”该负责人介绍，2008年被
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关公信俗”项目，通过
组织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士做好申报
材料的组织和视频制作等工作，已获
批成为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
报“代表作名录”的推荐项目。

“对于优秀的、传承困难的、濒危
的项目，积极申请保护经费。”该负责
人说，近年来，河洛大鼓、洛阳宫灯、
关公信俗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先后争
取到国家级专项资金428万元，南庄
木偶戏、曹屯排鼓、硪工号子等省级
非遗项目争取到省级专项保护经费
220万元，这些资金被用于项目的抢
救性挖掘及社会传承等工作。

出台保护条例
实施分类保护

第36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已经开始，省级非
遗项目——孟津剪纸的传承人畅杨杨比平时忙碌了
许多。除了要做好工作室的日常工作，最近他一直
在为4月13日外交部举办的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创
作展品。

孟津剪纸，俗称“铰花”，属于豫西剪纸一脉，历
史悠久。受奶奶和姑姑影响，畅杨杨从小就对剪纸
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后，他专心钻研剪纸艺
术，到各地学习，其作品多次在国内比赛中获奖。

据了解，孟津剪纸沿黄河分布，集中在该县的横
水镇、小浪底镇等乡镇。“以前，村里的老人都做这
个，而且每个村基本上都有擅长剪纸的艺人。不过，
现在的孟津剪纸艺术同样面临后继无人状态。”畅杨
杨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这个手艺，孟津剪纸
先后申报了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自己也
成立了剪纸工作室。

畅杨杨的剪纸，除了传统民俗作品外，还有充满
现代元素的作品。畅杨杨表示，在传承老手艺的基
础上，结合一些客户需要，他的工作室目前还开展定
制服务，客户可以设定主题，他们会将企业元素、文
化等融入作品之中，这样就迎合了更多客户的需求，
让非遗产生了经济价值，有利于保护与传承它。

市非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性保护就是
在保证非遗项目完整性的前提下，将其转化为文化
产品，以收益来反哺传承，这是目前比较有效的一个
举措，洛阳烧伤医院、汝阳县杜康酒酿造有限公司、
西工饭庄有限责任公司等非遗项目保护单位，都

专门投入经费进行项目研究，积极整理文献
资料，出版专著，鼓励非遗传承人带徒。

生产性保护
让非遗活起来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非遗项目内容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文化名城，非遗资源相当丰
富。截至目前，全市先后公布了4批市级非遗项目，并积
极推进国家、省级非遗项目申报工作。我市现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8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135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超千项。全
市共公布了3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
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7名、省级传
承人67名、市级传承人205名、县级传承人400多名。

目前我市已初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录体系，其中

“河图洛书传说”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中华传统文
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这些项目里面，传统医药类项目依托既有诊所和
在当地的影响力，被传承保护得较好。与之相比，一些项
目由于经济价值不好开发、后继无人等，传承保护现状不
容乐观。”市非遗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在传承人名录中看到，传承人年龄普遍较高。
以河洛大鼓为例，目前市级以上传承人有十几人，年龄最
小的50多岁，最长者已过80岁。有一些非遗项目，以前
传承人还能以此为生，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需求
的变化，现在靠此已不足以维持生计。

“有些技艺虽说未失传，但愿意学的人已经不多，非
遗项目后继乏人的情况依然严峻。”该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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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断推广，畅杨杨工作室接的单子逐渐增
多，不过，人手不足造成一些大单子无法接。“为了解
决人才缺失的问题，我们除了深入孟津各乡镇寻找
老艺人，还通过举办剪纸比赛、剪纸展等活动吸引更
多人加入剪纸队伍。”畅杨杨说。

从去年开始，畅杨杨的工作室联合孟津县文化
部门开展剪纸培训，目前已经开展七期，每期都有数
十人参加。

“目前来看，全国80%演艺性的非遗项目保护
与传承现状都不容乐观，其中后继无人是最大的难
题。”经常组织河洛大鼓演出的常智乐表示，随着国
家对文化的重视，他们也结合学校需求，尝试将表演
引入校园，并与一些高校的音乐专业合作，共同开设
相关课程。

在社会传承方面，《条例》中明确提出，政府应加
强非遗保护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和鼓励中小学校通过
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将非遗项目融入相关课程。

“从整体来看，与医药、技艺等相比，传统音乐、
舞蹈、戏剧等非遗项目的经济价值更

难挖掘。”该负责人表示，
这些项目可以尝试开展
生产性保护，在保留精

髓的基础上，做好
商业化开发，从

内容方面进
行创新，让
更 多 人 看
到其魅力。

剪纸爱好者在畅杨杨剪纸培训班学习剪纸

畅杨杨在剪纸培训班授课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记者 黄晓明 通讯员 卞俊强

4月8日上午，洛阳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简
称非遗）博览会在洛阳新区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立足于非遗传承保护的该届博览会不仅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非遗项目前来参展，同时也向市

民和游客展示了洛阳非遗保护成果。
那么，我市的非遗保护和传

承现状如何？有哪些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