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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宁波

A042023年6月11日 星期日 广告 责编/朱忠诚 叶飞 审读/邱立波 美编/许明

在我们讨论非遗时，有两个
词如影随形，一是“传承”，一是

“创新”。
经过多年的培育与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青黄不接、后继乏
人的情况已大有好转。随着整
个社会对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
非遗项目向“网红”大步迈进，手
工艺人的“工匠精神”也越来越
被尊重、被看到。

6月9日，抖音发布了《2023
非遗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截
至2023年5月，抖音上平均每天
有1.9万场非遗直播；过去一年，
抖音上非遗产品销售额同比增
长达194%；电商销售额最高的
100位非遗传承人中，90后占比
37%；此外还有超1000位00后
在平台上身体力行弘扬非遗传
统文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非
遗，成为传播非遗的主力军，意
味着产业有了希望。去年夏天，
位于宁波西江古村的鄞州非遗
馆突然在小红书上火了。一群
青年突然发现了这个“宝藏打卡
地”。古典的建筑、清幽的院落、
各式非遗项目展示，还可随时体
验，拍出来的照片“文艺范”十
足。整个夏天，鄞州非遗馆人流
量是往年的三倍，大多数都是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

这是一份温暖的古老，吸引
我们去靠近，在针绣的绵密质感
中触摸往昔柔情，从瓷器的冰洁
纹饰中，欣赏我们民族曾经有过
的审美。当我们静下心来，去了
解其中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
文化的承续者。

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迎接
未来。继往开来，这也是“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设立的“初心”。
在新的起点，古老的文明为我们
提供文化自信，其中的包容与和
合共生，又为将来提供无限可
能。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这一条从未中断的文明之路，也
必将走出时代的足音。

记者 顾嘉懿

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
该纪念和传承什么？

6月 10日，是2023年的“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文物局
确定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文物保
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

这也是当前文物工作的两大
关键词。泱泱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这是世界上唯一
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一点也是
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
保护利用工作翻开新篇。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的编制、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的推进、国家版本馆的建
成，彰显蓬勃生机与浩瀚气象。
一边是盛世修典，一边是探寻根
脉，文化的种子基因得以保存，
文明的谱系构成进一步厘清。

作为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一
座滨海之城，宁波，2020年的井
头山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了
8000 年海洋文明史，入列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

这里也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
入海口，拥有世界遗产大运河宁
波段，是古丝路的“活化石”；

宁波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28 项，涵盖传统技艺、戏剧、美
术、音乐、舞蹈、医药、民俗、曲
艺、民间文学等诸多门类。

这些，都是我们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可以去纪念与传承
的内容。

为传承发扬非遗文化，昨天，荣宝
斋宁波分店联合宁波皓哥读书志愿服
务中心，共同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项目手作体验活动。图为小
朋友在体验荣宝斋的国家非遗项目
——木版水印。 通讯员供图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设
立，与我们熟悉的宁波人，“大
冯”冯骥才先生紧密相关。

20世纪90年代，冯先生就
曾提出：希望中国也像欧洲一些
国家那样，确定一个“文化遗产
日”。

2004年和2005年的全国两
会，冯骥才又提出这一建议，并
递交了《关于确立“中国文化遗
产日”的提案》，得到国家高度重
视。

2005年7月，郑孝燮、宿白、
谢凝高等11位学者联名致信党
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倡议设
立“文化遗产日”。

同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
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明确规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我国
的“文化遗产日”，后来又调整为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已是
第18个年头。

冯骥才曾说，“遗产日”的设
立，显示了当代中国对自己文明
的认识高度，表现了一个民族文
明的自觉。“只有进入现代社会，
才会把历史文明视为不可替代
的珍贵的精神遗产，珍视和保护
遗产的本身就是现代文明中一
个象征性的内容。”

多年来，人们对遗产的认知
也在不断加深。从概念上说，世
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
产，文化遗产又包括物质文化遗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冯先生的观点中，物质遗
产相对容易被看到，而非物质遗
产则往往“被认为是底层的文化
而不被重视”。所以，他长期以来
致力于“遗产日”推动关注的内
容，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

近几年，文化和旅游部在“遗
产日”前，都会发布一个“关于开
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
展示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提高大
众对非遗的重视。今年，非遗宣
传的主题是“加强非遗系统性保
护 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现实历史 与梦想光荣
截至2023年 5月，宁波拥有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8项、省级105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6名、
省级101名；国家级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项目5个、省级10个。数量居全国
副省级城市前列。

宁波的“国遗”项目中，大众比较
熟悉的是“三金一嵌”：朱金漆木雕、泥
金彩漆、金银彩绣和骨木镶嵌。从字
面上就透露出一种金碧辉煌的味道。

浙东的非遗，极尽工巧之能事。
千工床、万工轿，大都富丽堂皇，多种
工艺互相叠加，光彩照人。这是一种
地域属性的体现。

宁波人善经商。清末，随着宁波
商帮崛起，民间资本相对富足，使他
们有余力去完成物质上的追求。“三
金一嵌”的工艺水平普遍也在清末的
宁波达到巅峰。某种程度上，商人的
财力和审美，决定了工匠技艺达到的
高度。

非遗中，还有大量的“口头”遗
产。地方戏曲甬剧、姚剧、宁海平调，
地方曲艺唱新闻、宁波走书、四明南
词也都是“国遗”。对于讲求口传心
授的舞台艺术，如何在保留传统韵味
的同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这些年讨论的声音很多。对于这
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文艺，评判标
准其实简单，那就是能否实现艺术的
突破，同时获得市场的认可。

地处海滨，宁波还有好几项国家
级非遗，自带海洋基因。比如渔民开
洋节、谢洋节，海盐晒制技艺，象山渔
民号子，徐福东渡传说，石浦-富岗
如意信俗，一看就是从大海中孕育
的。海洋，哺育了沿海人民，也赋予
我们无穷想象。海洋生活的世代传
承，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此外，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红帮
裁缝技艺、余姚土布、天一阁古籍修
复技艺、宁海十里红妆婚俗、前童元
宵灯会、奉化布龙、梁祝传说、布袋和
尚传说、象山竹根雕、董氏儿科医术
等等，也都是国家级的非遗。

这些内容一说，宁波人一般都耳
熟能详。文化遗产，根植于地域血脉
之中，它们本身就来自于人民的创造，
经历时间沉淀，绽放出夺目的光华。

与创新传承

66月月1010日日，，奉化区奉化区20232023年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在奉化城市文化中系列活动在奉化城市文化中
心启动心启动。。图为宁波走书非遗传承人朱玉兰在现场教市民唱走书图为宁波走书非遗传承人朱玉兰在现场教市民唱走书。。 记者记者 鲁威鲁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