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锣鼓阵阵，龙腾狮跃。5 月 19
日是第九个中国旅游日，当天，第
十七届徐霞客开游节在宁海开幕，
今年的徐霞客开游节主题为“文旅
融合，美好生活”。怎样凸显文化和
旅游融合的特色与效应？已经举办
到第六届的“阿拉非遗汇”今年首
次与宁海徐霞客开游节牵手合作，
通过精彩纷呈的非遗展演、展示与旅
游节庆活动的有机融合，让游客、市
民体味“诗与远方”的独特内涵和魅
力，为我市实施乡村振兴计划、探索
文旅融合添上了精彩一笔。

本届“阿拉非遗汇”主要由开
幕式主会场表演及非遗风情大巡游、
非遗技艺展演及展示、非遗创意精品
展三大板块构成。其中首次出现的非
遗风情大巡游荟萃了宁海十里红妆、
前童古亭抬阁、鄞州瞻岐高跷、镇海
澥浦船鼓、奉化布龙、慈溪水火流星、
象山鱼灯等全市 16项非遗项目及余
杭大陆花灯、永康九狮图等省内著名
非 遗 项 目 。当 天 ，浩 浩 荡 荡 、绵 延
1500 多米的非遗风情大巡游队伍让
沿途数以万计的观众大饱眼福。

本届“阿拉非遗汇”上，在徐
霞客大道人行步道上一长溜排开的
各类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展示摊位
前，同样人气爆棚。热气腾腾的朗
霞豆浆、焦脆香酥的奉化千层饼、
松软甜糯的梁弄大糕……游客、市
民争相品尝宁波各地的传统美食。
从象山赶来的许阿姨喝完一碗朗霞
豆浆后，又采购了一大袋梁弄大
糕、桑洲麻糍等糕点。“这些小吃味
道很不错，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记
忆。”许阿姨乐呵呵地说。

宁海花灯、鄞州钉碗、象山鱼
拓、骨木镶嵌、灰雕、金银彩绣、中
国结编织、民间剪纸、越窑青瓷制作、
余姚土布制作等 40余项传统技艺类
的非遗项目也在现场一一展示。

“鱼也能作画，真稀奇！”在象山
鱼拓技艺展示摊位前围满了好奇的
游客。象山鱼拓传承人卢圣贵边拌鱼
拓颜料边热情地介绍着象山鱼拓的
历史起源。“这几年，社会上喜欢鱼拓
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许多年轻人来
学这门技艺，我特别高兴，我愿意为
传播象山鱼拓这门民间艺术尽力。”

除了品尝非遗美食，观众还能在
现场体验古老的非遗技艺。“非遗课
堂”是历届“阿拉非遗汇”的常设项
目，今年开设的剪纸、棕叶编织、香
包、中国结制作这类既环保又富有生
活情趣的非遗项目学习小课堂，受到
众多小朋友及家长的欢迎。张建林、
谢才华等几位非遗传承人在现场手
把手地教观众体验非遗技艺，小朋友
们捧着自己制作的剪纸、中国结以及
棕叶编织的小动物，个个笑开了花。

当天，现场展出的东亚文化之都
非遗图片展也吸引了众多眼球。“妈
妈，为什么叫唱新闻呀？”“就是过
去的民间艺人用说唱的形式，向观
众讲述新闻故事……”一位年轻妈
妈指着展位前的一幅摄影图片，向
身边 8 岁的儿子解释国家级非遗项
目“唱新闻”。

本届“阿拉非遗汇”还在宁海
十里红妆文化园展馆内布置了“温
故·知新”非遗创意精品展和“宁
海百工坊”展。非遗创意精品展向
观众展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非遗
创意、衍生产品，展览将现代化的
设计、品牌化的包装，融入创意市
集、快闪店，更加贴近当下生活。

“宁海百工坊”展则集中展示了宁海
的传统手工艺，包括小木作、雕
作、漆作、桶作、篾作、女红、小
铜作等民间匠作。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张菊琴表示，非遗是老祖宗留传下来
的文化财富，可以转化为宝贵的旅
游资源，比如各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既可以美化所在地的旅游形象，又
提升了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通
过非遗体验，游客可以最大程度地
领略地方民间文化精华，享受深度
旅游带来的美好记忆。”

文旅融合
非遗汇在开游节中唱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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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非遗汇：

留住乡愁记忆
共创美好生活

“阿拉非遗汇”是宁波市文化馆、宁波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宁波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的指导下创设的一项公共文化

服务活动，自2013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六届。

它在非遗传承人与市民之间搭建了一个展

示技艺、切磋交流及互动体验的平台，旨在

让市民在这场年度文化盛会中感受、体验非

遗的独特魅力及宝贵价值，促进大众亲近传

统文化、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自觉意识。

经过 6年的精心打造，“阿拉非遗汇”

活动内容日趋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认同和好评，成为宁波乃至全省非遗领

域的一张亮丽名片。
走过七个年头的“阿拉非遗

汇”的创办背景是什么？市文化馆
副馆长、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孔
燕介绍，当时市文化馆在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的指示下正打造包括“阿拉
音乐节”在内的“阿拉”系列的公共文
化服务品牌活动，设想在非遗领域也
打造一个“阿拉”品牌的主题活动。
2013 年是宁波非遗保护工作开展的
第十个年头，经过十年的辛勤挖掘及
整理、保护，一大批埋没在历史烟尘
中的非遗项目重新焕发生机，一些传
统手艺如“三金一嵌”等与市场对接
后，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了给这些年积累的非遗成果
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就策划
推出了‘阿拉非遗汇’这个品牌活
动。”孔燕介绍，“阿拉非遗汇”探
索的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吸纳社
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服
务模式。其实在推出“阿拉非遗
汇”之前，类似的非遗活动陆陆续
续也搞了不少，比如结合文化遗产
日、传统节庆举行的非遗展示、会
演等，但由于没有传承人现场参
与，观众大多只是“走马观花”，对
非遗缺乏深入了解。而“阿拉非遗
汇”不但要呈现非遗项目，也要让
它们背后的民间艺人走到前台来，
让市民现场观看老底子宁波人生

活、生产的方式，从而更加直观、
深入地了解每一项非遗背后的深厚
历史人文内涵。

2013 年国庆节期间，首届“阿
拉非遗汇”在刚落成开放的宁波文
化广场举行。“由于是第一次举办，
加上当时文化广场的人气远没有现
在旺，我们对活动能不能成功心中
一点也没底。”市文化馆非遗部主任
竺蓉说。出乎意料的是，活动首日
观众就突破了 2.5 万人次，余姚土
布、慈城水磨年糕制作等项目的传
承人在现场演示了古老手艺。在

“古今风韵——优秀非遗项目展演”
的舞台前，围满了举着相机、手机
拍照的观众，人们争睹北仑、余姚
等地民间艺人带来的穿山造趺、木
偶摔跤、龙舞狮舞等精彩表演。宁
海麦饼、赵大有糕点等宁波传统小
吃制作技艺的非遗美食摊位前，更
是排起了长队。

“当时‘菲特’台风即将来临，
我们不得不提前撤摊，可是许多市
民久久不肯离场，还追着问我们这
样的活动以后还办不办。”竺蓉对当
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群众的热情与支持给了非遗工
作者极大的信心，于是市文化馆决
定以每年一届的频率持续办下去，
精心打造“阿拉非遗汇”这个品牌。

创新模式
搭建一个展示与交流的平台

当然，持续举办并不是简单
地重复。孔燕说，虽然“阿拉非
遗汇”已搞了六届，但他们每年
在策划时会紧扣时代特色及工作
重点来提炼活动的主题，调整活
动的内容、形式、场地等，尽力
做到每一届在规模、形式、创意
等方面均有突破。“因此，每一
届‘阿拉非遗汇’各有特色。”
比如于 2014 年“五一”小长假
举行的第二届“阿拉非遗汇”在
延续第一届形式的基础上，设置
了“童遗拾趣——非遗课堂”，
首次引入了许多传统游戏竞技类
的互动体验项目，如滚铁环、跳
房子、踢毽子、解九连环等，唤
起了人们重温童年快乐时光的热
情。

2015 年举行的第三届“阿
拉非遗汇”将举办场地放到了宁
波大红鹰学院 （现为宁波财经学
院）。 在 这 届 “ 阿 拉 非 遗 汇 ”
上，由本地 8所高校组成的全国
首个高校非遗保护联盟宣布成
立。这是“阿拉非遗汇”第一次
走进高校，旨在推动非遗保护与
高校教学、研究相结合，促进当
代大学生对非遗保护的责任意
识。另一大亮点就是“非遗创意
产品模特秀”，泥金彩漆、金银
彩绣、越窑青瓷等非遗创意产

品，通过婀娜多姿的模特走秀演
绎，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宁波非遗
的别样风情。

从 2017年第四届开始，“阿
拉 非 遗 汇 ” 尝 试 走 进 区 县

（市），先后将活动主会场搬到奉
化、北仑、象山、宁海，与当地
的节庆、民俗活动相结合。如
2017 年 10 月在北仑举办的第四
届“阿拉非遗汇”与北仑第二届
民俗庙会结合起来，当地的民俗
庙会文化借助“阿拉非遗汇”这
个平台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2018年6月，在象山举行的第五
届“阿拉非遗汇”与象山县首届
海洋渔文化保护节结合起来，充
分展现了象山渔文化的特色和魅
力。另外，该届“阿拉非遗汇”
结合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目标，提出了“乡村振兴，
非遗先行”的口号，并且以“乡
愁里的非遗”为主题，为全市
10 个区县 （市） 搭建了各自的
主题馆，展示在乡村振兴中取得
的非遗保护成果，触发游客对乡
村的美好向往及浓浓乡愁。

第六届“阿拉非遗汇”呼应
文旅融合的要求，展现非遗与旅
游紧密结合的特色，尤其是声势
浩大的非遗风情大巡游，更是成
为宁海开游节的最大看点。

持续举办
历届活动创意不断

“阿拉非遗汇”因其活动时
间较长、展示项目琳琅满目、展
演节目精彩纷呈，受到群众欢
迎。自首届“阿拉非遗汇”定下
三天的活动周期后，主办方邀请
到越来越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亲临
现场，为观众呈现一场场乡土韵
味浓厚的非遗盛宴。

“第一届举办前因担心现场展
示项目不够，还组织了杭州福兴丝
绸厂、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等
一批老字号过来助阵。而且当初需
要上门去发动传承人及非遗表演
团队参与，现在情况变了，许多传
承人争着来参加非遗汇。”竺蓉说。

“阿拉非遗汇”不仅是一个展
示成果的平台，更为多方联动、
交流发展提供良好契机。通过

“阿拉非遗汇”，四面八方的传承

人走到一起，虽然他们从事的行
业、擅长的技艺各不相同，但艺
术总是相通的，大家借这个平台
互相切磋，交流传承中的经验及
问题。从陌生到相识，从相识到
相交，大家在集会中既开阔了眼
界，又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阿拉非遗汇”还以开放、
包容的姿态，多次邀请杭州、温州、
湖州、金华等中华老字号企业及优
秀非遗项目加入。比如在第一届

“阿拉非遗汇”上，杭州福兴丝绸厂
带来了世界级非遗项目——中国
传统蚕桑丝织技艺，一架3米长的
杭罗织造机搬到了活动现场，令宁
波市民大开眼界；在本届“阿拉非
遗汇”上，余杭大陆花灯、永康九狮
图这些非遗精品项目的加盟，也为
当天的开幕式锦上添花。

多方联动
成为文化、感情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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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虎头鞋制作镇海虎头鞋制作

““宁海百工坊宁海百工坊””展中展中，，小铜作匠人展示技艺小铜作匠人展示技艺 （（周燕波周燕波 摄摄））

经过六届的精心打造，以
“亲近、传承、共享”为活动宗
旨的“阿拉非遗汇”影响力逐届
递增，不仅越来越受“阿拉”宁
波人喜爱，而且成为宁波文化走
向全国甚至跨出国门的一块金字
招牌。今年初，“阿拉非遗汇”
获得了 2018 年度宁波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创新奖；最近又在

“宁波文化消费网红品牌”评选
中入选“十大网红热门事”。

作为我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的成功案例，“阿拉非遗汇”也
为我市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践样
本。不过，如果仅仅把它视作一
项活动，哪怕它再成功、辉煌，
落幕之后还是要归于沉寂。那
么，如何进一步延伸、扩大“阿
拉非遗汇”的品牌效应？这是市
文化馆、市非遗保护中心最近几

年一直思考、探索的问题。
对此，我市非遗专家建议：

第一，可以把“阿拉非遗汇”这
个品牌注入全市各地的节庆或地
方民俗活动中，争取让“阿拉非遗
汇”一年四季不间断地亮相；第
二，借“阿拉非遗汇”这块金字招
牌，打造其他相关的子活动，如像
央视春晚开发出“我要上春晚”

“网络春晚”“少儿春晚”等“春晚”
系列赛事、活动一样，设计开发诸
如“我要上阿拉非遗汇”“阿拉非
遗汇故事会”“阿拉非遗汇手工大
赛”等系列赛事、活动，吸引更多
的非遗传承人及非遗爱好者加入
百花争艳的非遗大观园；第三，让

“阿拉非遗汇”的品牌从公共文化
服务领域延伸至产业振兴、乡村
振兴等更广阔的天地，让品牌效
应辐射到旅游、文创设计、演艺等
多个领域。

思考探索
如何发挥更大的品牌效应？

宁海长街西岙抬龙宁海长街西岙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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