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定義：非
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指
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

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
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自2005年中國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普查以來，中
國共有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美術、
傳統戲劇、曲藝、傳統技藝等10大門類共4,110項被

納入了非遺保護，一度掀起申遺浪潮。從2006年
起，國務院決定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中國

的「文化遺產日」。 2011年6月1日，中國
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法》頒布實施。

中國非遺名錄逾中國非遺名錄逾44千項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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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中國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

遺」）名錄普查以來，截至2014年，重慶進入國

家級非遺名錄的有44項，國家級非遺傳承人40

名，市級代表性傳承人569名，區縣級非遺名錄1,852項。雖然列入保護名錄者眾

多，放眼現實，仍有很多非遺項目面臨傳承

人高齡化，且青黃不接的困境。經濟回報率

低、選徒門檻高、學藝周期長、個別家族性

傳承限制等，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非遺傳承，

目前僅重慶市瀕危的非遺就有近40項。專

家指出，對於瀕危非遺，除需官方政策支持

保護外，非遺傳承人也需不斷創新，讓傳統

技藝重獲新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巧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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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彩紮是漢族傳統民間工藝的一種仿真藝術紮是漢族傳統民間工藝的一種仿真藝術，，盛行於盛行於
唐代唐代，，20082008年被納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年被納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遺產名錄，，現已鮮為人知現已鮮為人知。。7272歲的唐乾太是唐門彩紮歲的唐乾太是唐門彩紮
工藝的重慶市級傳承人工藝的重慶市級傳承人，，現住在重慶北碚區偏岩古現住在重慶北碚區偏岩古
鎮鎮。。作為唐門彩紮的第四代傳人作為唐門彩紮的第四代傳人，，他告訴記者他告訴記者，，自己自己
重拾彩紮這門手藝並不容易重拾彩紮這門手藝並不容易。。

收入遜打工收入遜打工 家族缺傳人家族缺傳人
「「我父親是唐門彩紮第三代傳人我父親是唐門彩紮第三代傳人，，我很小的時候看我很小的時候看
過父親做的龍過父親做的龍、、獅子獅子，，但解放後國家但解放後國家『『破四舊破四舊』，』，父親父親
從此沒再做過彩紮從此沒再做過彩紮，，自己年輕時也沒學自己年輕時也沒學。。後來風氣慢慢後來風氣慢慢
變好變好，，作為業餘愛好作為業餘愛好，，我開始接棒父親這門手藝我開始接棒父親這門手藝。」。」唐唐
乾太說乾太說，，唐門彩紮裡漢八仙唐門彩紮裡漢八仙（（何仙姑何仙姑、、鐵拐李等八仙鐵拐李等八仙））
的製作方法已在他這代失傳的製作方法已在他這代失傳，，他現在只能做簡單的水八他現在只能做簡單的水八
仙仙（（蝦蝦、、蚌殼等蚌殼等）、）、龍等龍等。。
「「做彩紮養不了家做彩紮養不了家，，賺不了錢賺不了錢，，孩子們也不願孩子們也不願
學學。」。」唐乾太告訴記者唐乾太告訴記者，，現在舞獅耍龍的少現在舞獅耍龍的少，，一年到一年到
頭也接不了幾個訂單頭也接不了幾個訂單。。四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工作四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工作，，只只
有逢年過節在家休息時才會跟着他一起學做彩紮有逢年過節在家休息時才會跟着他一起學做彩紮，，至至
今沒一個能掌握整套工藝獨立製作今沒一個能掌握整套工藝獨立製作，，他擔心這門家族他擔心這門家族
手藝會慢慢失傳手藝會慢慢失傳。。

學藝要求高學藝要求高 潛心創作少潛心創作少
同樣面臨傳承困境的還有重慶忠縣朽木蟲雕的傳承同樣面臨傳承困境的還有重慶忠縣朽木蟲雕的傳承

人人——年近八旬的范遠萬年近八旬的范遠萬。「。「要學朽木蟲雕要學朽木蟲雕，，必須有扎必須有扎
實的美術功底實的美術功底。」。」范遠萬說范遠萬說，，多年來雖常有人登門求多年來雖常有人登門求
教教，，但都只學到固化的工藝流程但都只學到固化的工藝流程，，無法進行創作無法進行創作。。與許與許
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境遇相似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境遇相似，，因朽木蟲雕因朽木蟲雕「「叫好不叫叫好不叫
座座」，」，真正能靜下心學習真正能靜下心學習、、潛心創作的人幾乎沒有潛心創作的人幾乎沒有。。范范
老的小兒子更直言老的小兒子更直言，「，「折騰這個還不如打工掙錢折騰這個還不如打工掙錢」。」。
即使像木板年畫即使像木板年畫、、蜀繡這樣名氣在外蜀繡這樣名氣在外、、收藏價值相收藏價值相
對較高的對較高的「「非遺非遺」，」，其傳承人收入也不穩定其傳承人收入也不穩定。「。「一張一張
年畫從造紙年畫從造紙、、刻板刻板、、印刷都是純手工製作印刷都是純手工製作，，算上人工算上人工
費費、、材料費材料費，，即使賣幾十上百元一張也只能維持成即使賣幾十上百元一張也只能維持成
本本。。現在貼年畫的習俗已慢慢消失現在貼年畫的習俗已慢慢消失，，收藏年畫的人畢收藏年畫的人畢

竟少數竟少數，，每年的收入僅夠維持一家人生活每年的收入僅夠維持一家人生活。」。」4949歲的歲的
重慶梁平木板年畫第六代傳承人徐家輝告訴記者重慶梁平木板年畫第六代傳承人徐家輝告訴記者，，目目
前重慶掌握整套年畫手工製作工藝前重慶掌握整套年畫手工製作工藝，，且堅持在做木板且堅持在做木板
年畫的也僅他一人年畫的也僅他一人。。

傳承人老化傳承人老化 失生存土壤失生存土壤
記者從重慶市文化委非遺處了解到記者從重慶市文化委非遺處了解到，，目前重慶國家目前重慶國家

級非遺傳承人平均年齡級非遺傳承人平均年齡7272歲歲，，市級傳承人平均年齡市級傳承人平均年齡6666
歲歲，，其中年齡最大的已其中年齡最大的已9494歲歲。。通常情況下通常情況下，，傳承人低傳承人低
於於1010人的非遺屬人的非遺屬「「瀕危瀕危」」項目項目。。據調查統計據調查統計，，目前僅目前僅
重慶市瀕危的非遺就有近重慶市瀕危的非遺就有近4040項項，，流傳千年的重慶黔江流傳千年的重慶黔江
南溪號子就是其中之一南溪號子就是其中之一。。目前黔江南溪村能掌握南溪號目前黔江南溪村能掌握南溪號
子全部表演藝術技巧的傳人僅子全部表演藝術技巧的傳人僅77人人，，平均年齡在平均年齡在6565歲以歲以
上上，，隨時可能有隨時可能有「「人亡藝絕人亡藝絕」」的危險的危險。。作為南溪號子唯作為南溪號子唯

一女傳人一女傳人，，年近年近7777歲的馮廣香曾寄希望於學校歲的馮廣香曾寄希望於學校，，但不但不
少家長認為吼號子跟不上時代少家長認為吼號子跟不上時代、、沒用處沒用處，，並不支持孩子並不支持孩子
學學。。此外此外，，隨着城鎮化加快隨着城鎮化加快，，農村人走地荒農村人走地荒，，南溪號子南溪號子
自然也失去了生存土壤自然也失去了生存土壤。。

新技術衝擊新技術衝擊 老技藝沒落老技藝沒落
重慶非遺也面臨市場和現代技術衝擊重慶非遺也面臨市場和現代技術衝擊。。一隻線條一隻線條

流暢的小青蛙趴在黃葛樹枯葉上小憩流暢的小青蛙趴在黃葛樹枯葉上小憩，，這件別致而這件別致而
又富有情趣的黃楊木雕作品出自重慶工藝美術大師又富有情趣的黃楊木雕作品出自重慶工藝美術大師
柯愈敏之手柯愈敏之手，，從構思設計到手工雕刻完成從構思設計到手工雕刻完成，，花費了花費了
他近兩個月時間他近兩個月時間。。但如果用電腦製作好草圖再採用但如果用電腦製作好草圖再採用
機器雕刻機器雕刻，，或許十幾分鐘就能完成或許十幾分鐘就能完成。。而而33DD打印技術打印技術
日漸成熟日漸成熟，，更使手工雕刻等傳統技藝如更使手工雕刻等傳統技藝如「「古董古董」」般般
存在存在。。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經濟價值是目前非遺傳承面臨
的最突出問題。有關專家表示，作為「非遺」保護最
為有效的方式之一，生產性保護是通過對「非遺」進
行創新性合理開發利用，轉化為商品進入流通渠道，使其
產生經濟效益，從而調動從業人員積極性，吸引更多的人
才參與「非遺」學習與傳承中來；通過生產，「非遺」產品走進
千家萬戶，成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使非物質文化遺
產扎根民間，讓傳承人實現傳承與經濟收益雙贏。

引導創新產品 鼓勵民間資本
重慶榮昌區有3個國家級「非遺」項目——「榮昌陶器」、「榮

昌夏布」、「榮昌摺扇」，在上世紀90年代均曾面臨傳承陣痛，
夏布逐漸被擠出消費市場，國有陶瓷廠相繼破產，用傳統工藝製作
摺扇的手藝人也紛紛轉行。「束之高閣的非遺保護模式曾讓我們不
堪重負，讓非遺回歸生活土壤後才迎來轉機。」榮昌縣委常委、宣
傳部長趙天智說，榮昌從2009年開始設立了專項保護開發基金，
引導傳承人創新開發非物質文化產品，並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非遺保
護利用。
目前榮昌陶創意產業園已有15家規模以上企業入駐，產值近20億
元；榮昌夏布出口額達1.06億美元，夏布畫、夏布家居品、夏布服飾
也走入了普通百姓生活。67歲的榮昌摺扇國家級傳承人陳子福，更創
新性地將夏布、摺扇這兩種非物質文化融合在一起，研製出夏布摺
扇，成為名噪一時、價值不菲的收藏品。「摺扇產業雖然因為空調電
扇的產生，在實用性方面失去了市場，但在藝術文化方面，它的價值
不可取代。」陳子福說，自己兩個徒弟都發展不錯，傳承後繼有人。

如何更好地保護非遺？重慶市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劉德奉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每項非遺面臨的境況都
不同，應該堅持「分類保護，瀕危優
先」的原則。

鼓勵開班授藝 政策扶持品牌
他稱，對於如川江號子、走馬民間故事

等已失去生存載體或生存基礎較弱的非遺
項目，應加大文字圖片、聲像視頻的搜集
記錄，並通過舞台、博物館展出、文化交
流等形式，讓其被現代人了解。對於具有
一定生存潛力的非遺，如剪紙、蜀繡等，
非遺保護部門則需鼓勵非遺傳承人開辦傳
習所，支持傳承人到學校開班授藝，增加
傳承廣度。而本身就具有一定市場空間的
非遺，如涪陵榨菜、譚木匠、山神漆器
等，則可以通過政策扶持，對其進行品牌
塑造，使其在活態傳承方面更具優勢。

認定命名傳人 補貼扶持工作
據悉，重慶未來還將加大對瀕危非遺

傳承人的指導幫扶力度。同時，重慶相
關部門也將共同研究制定有關支持非遺
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的稅收、信貸優
惠措施，以及支持、鼓勵設立非遺展示
場所等規定，對不同種類和特點的項目
採取有針對性的分類保護、傳承措施。

重慶市文化委非遺處副處長湯濤表
示，非遺保護的關鍵和核心還是對傳承
人的保護。他指出，傳統音樂舞蹈、民
間故事等可通過聲像視頻容易地還原本
相，但像彩紮、蜀繡、木板年畫等傳統
技藝，一旦傳承斷層，便意味着失傳，
對其傳承人的保護應更加迫切。
據了解，重慶於2008年、2010年先後
出台了《重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
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命名暫行辦
法》、《重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
傳承人扶助辦法》，加大了對代表性傳
承人的認定、命名及傳承扶持工作。目
前，對於完成傳承義務的重慶市國家級
非遺傳承人、市級傳承人，每人每年可
分別獲得13,000元和6,000元傳承補貼。

建數據庫體系 盼表彰優秀者
劉德奉告訴記者，目前重慶非遺中心

還聯合了重慶市教委，鼓勵大、中、小
學校參與到非遺保護中來，建設傳承教
育基地。同時，重慶還將進一步推進非
遺數據庫體系建設，對瀕臨滅絕的項目
和年老體衰的傳承人技藝進行系統整
理。他認為，非遺保護部門除了對傳承
人進行資助外，也可以對優秀的被傳承
人進行適當表彰，借此鼓勵年輕人參與
到學習、傳承非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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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工藝美術師重慶工藝美術師
柯愈敏手捧黃楊木柯愈敏手捧黃楊木
雕作品雕作品「「秋韻秋韻」。」。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黃黃 楊楊 木木 雕雕

■■榮昌摺扇傳承人陳榮昌摺扇傳承人陳
子福在子福在「「夏布摺扇夏布摺扇」」
上作畫上作畫。。 記者袁巧記者袁巧攝攝

■■陳子福的徒弟正陳子福的徒弟正
在學習扇骨製作在學習扇骨製作。。

記者袁巧記者袁巧攝攝

■■唐乾太花唐乾太花22個月製成的個月製成的
彩紮龍彩紮龍。。 記者記者袁巧袁巧攝攝

榮榮 昌昌 摺摺 扇扇

■重慶黔江南溪號子夫妻傳人李
紹俊、馮廣香。 本報重慶傳真

■■梁平木板年梁平木板年
畫第六代傳承畫第六代傳承
人徐家輝展示人徐家輝展示
年畫製作過年畫製作過
程程。。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南南 溪溪 號號 子子

梁梁 平平 年年 畫畫

唐唐 門門 彩彩 紮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