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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闲趣闲

会场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数
百位参会者齐聚北京：他们或是传承者，
倾情展示着经久不息的非遗魅力；或是研
究者，用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社会实
践，梳理着非遗价值等基础理论；或是传
播者，用短视频、跨界融合等方式，让非
遗在人们生活中大放异彩。

近日，由华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第三
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在北
京举行，现场这一位位为非遗而来的参会
个体，恰恰用不同侧面和视角，立体勾勒
出非遗的万千世界。

论坛形成“凝聚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长
期的、艰巨的任务，它也是华夏文化促进
会重要使命之一，我们将与所有非遗工作
者一道，共同努力，推动我国非遗事业的
发展。”华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周鹏在开场致辞的这句话，似乎道出
了此次会议召开的初衷。

作为主讲嘉宾的中国政府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原文化代表苏旭同样对此感
同身受。“中国非遗在世界占有重要地
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名
录的中国非遗数量第一，取得这一辉煌
成就来之不易，所有从业者应继续努
力，让中国的非遗事业始终走在世界前
列。”苏旭说。

中国的非遗是丰富且多彩的：宜兴紫
砂陶、福州脱胎漆器、宋代点茶、湘绣针
法……无论单拿出哪一个类别，都是一篇
大文章，而它们恰恰需要一个平台来为其
传承发展“指点迷津”。

论坛主席、华夏文化促进会非遗分会
会长常月红介绍，大家期望通过构建一个
专业、多元而包容的交流平台，汇聚理论
研究者和一线传承人、年长学者和青年学
生、科技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等多元群
体。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正
是在群策群力的支持下诞生。

“非遗的传承发展需要各方的参与和

协作。”常月红说，“理论研究者提供学术
支撑，一线传承人保持传统文化的连续
性，科技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则从不同的
角度参与非遗的传承发展，在这个论坛
上，我们希望各方能够互相学习和交流，
共享知识，共同推动非遗的传承发展和创
新。”

学术贡献“支撑力”

在活动现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李宏复代表论坛组委会宣读了一个好消息
——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专
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专家委员会将致力于推动论坛的学
术质量和影响力。我们将定期举办研讨
会，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分享研究
成果和经验，同时开展多领域、多角度
的研究，以期能为非遗的传承、发展和
创新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支持。”在李
宏复看来，专家学者要到非遗传承第一
线展开实践探索，青年专家更要勇于担
当，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丰富自己，共
同把论坛构建成为一个专业、多元和包
容的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晓英便将研究的
落脚点放在了非遗价值评估上。在她看
来，非遗价值的评估，对其保护、传承具
有重要意义，为决策制定、社区参与、文
化经济、教育传承等提供了有力支持。

“为此，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化、传承
发展、活化创新等维度科学系统建立好评

价指标体系，以避免低水平建设和重复建
设，实现有标准可遵循、有标杆可追赶。”
周晓英说。

“我们要研究水中的鱼，而不是网中之
鱼。”怀揣着这样的理念，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乔晓光选择用脚步去丈量祖国大地，他们
用持续15年未曾间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
基本摸清了我国境内有33个少数民族有和
剪纸相关的习俗传统。“这是一种活态文化
的研究方法，从实践出发，让剪纸还原村社
生活，在常识中发现文化事实。”

“非遗要发展，也要充分应用智能化手
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秀
梅以传统医药为例，建议运用数智技术对传
统医药进行改造，以实现医药文化理论体系
的知识图谱化，临床决策规则化。

《中国书画》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青
年专家代表刘光立足书法传承作研究。他认
为，高校书法专业培养精专业、想担当、有
作为、能转化的青年书法人才，是非遗传承
的重要力量，要通过书法的传承发展，在展
现中国特色的同时，积极参与推进公共美
育。

“书法教育学科建设是引领，人才培养
是核心，大学书法教育和中小学书法教育
应该并重、互相促进，吸引和激发更多的
社会力量参与。”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寇学臣
说。

传播塑造“影响力”

《超级宣纸》《淡中之味》《蒸的艺

术》……随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艺术中
国主编许柏成的分享，一幅幅绚丽精致的
海报映入眼帘。这正是由他带领团队策划
摄制的《万象中国》短视频中英文纪录片
的主题内容。

“在非遗国际传播上，既要注重学术质
量，又要通俗易懂。要在全球视野下来讲述
中国故事，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场景，以及
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都有助于提高国际观
众的接受度。”许柏成说。

传承与传播同样离不开技术的创新与
应用。在复原古乐器、扩大古乐器的影响
力时，北京乐器研究所研究员彭丽颖就颇
有心得。“复原古乐器，比对研究多种古籍
是基础，还要经过对材料、音域等进行反
复探索，试验后定性定型，并要善于利用
数控机床、3D建模、AI技术等高科技手
段进行创新。不仅如此，为了在好听的基
础上，让其更好看，我们还将燕京八绝等
非遗技艺放在了8把古琴上，这种跨界融
合，赢得了更多受众对于古乐器的关注和
青睐。”彭丽颖说。

谈及未来传承之路，此次凭借论文
《“中医五行古琴音乐疗法”的价值探
讨》获得优秀论文奖的、香港国际古琴养
生学会会长风美茵也有感而发。她表示，
要让香港的古琴艺术能够“活下去”，并更
好地“活起来”，既要抢救与保护好香港的
古琴斫琴技艺与表演艺术，还要多组织开
展普及推广活动，从初识到深入了解再到
沉醉其中，非遗的传承发展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一直在路上。

他们他们，，为非遗而来为非遗而来
———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侧记—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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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当代农村青年创业的故事这样精
彩！”

“没想到传统的越剧也能和流行艺术完美结
合，演绎出青年人喜欢的戏剧！”

7月14日、15日晚，北京中央歌剧院剧场
座无虚席，越剧现代戏《祝家庄里的年轻人》圆
满完成晋京演出任务，赢得现场观众一阵又一阵
的掌声。

“一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浓郁的
江南田园风味，带有音乐剧元素的抒情轻喜
剧。”这是导演孙晓燕对该剧的风格定位，她指
出，“新”和“潮”是全剧的两大关键词。编剧
黄先钢称，这是一部描写新时代新农村的戏，他
与合作者王晶另辟蹊径，以平实、幽默、诙谐的
轻喜剧样式完成叙事。

正如创作团队所言，2015 年浙江率先在
全国提出“农创客”的概念并实施培育，激励
引导有志青年投身新农村创业。短短数年间，

“农创客”在浙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越剧 《祝家庄里的
年轻人》 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群年轻“农创客”
回乡创业的故事。

该剧通过戏曲艺术手法，展示地域特色文
化、传递地方人文和乡土风情，展现了浙江乡村
振兴发展的硕果。该剧既保留了越剧原汁原味的
传统唱腔，又融入了众多年轻新元素，如现代唱
跳、广场舞、Rap等。

“从服饰到道具都努力贴近年轻人的欣赏视
角；剧情从就业选择、异地恋到返乡创业、艰苦
奋斗等，展现出当代青年的关切，又彰显他们的
责任感和时代风采。观剧后我很受触动。”在北
京就读的大学生赵子衿表示，虽然第一次看越
剧，居然没有违和感。特别是传统艺术与当代艺
术的融合，更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剧中很多
台词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常用词，这样传统文化与
新潮融合的艺术形式应该在更多的舞台上向年轻
人展示。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案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越剧，我觉得剧中的服
饰、台词、舞台都特别新颖，情节也很有趣。”
一位张姓中学生“滔滔不绝”地向记者分享了观
剧感受。她表示，来剧院之前还想着自己一定看
不懂，但没想到结合字幕并没有理解障碍，自己
非常深入地融入剧情。

“这部剧题材新颖，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积极
性，也让不同群体的观众更加关注大学生返乡创
新创业问题。”青年观众吴均表示。

晋京演出结束后，该剧出品方中共绍兴市
上虞区委宣传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绍兴市
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等单位召开了专家研讨
会，结合观众和专家的反馈对该剧的综合呈现
进行新一轮论证。

青年“农创客”感染青年观众
——越剧《祝家庄里的年轻人》晋京演出小记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实习生 齐原宁

拓展训练，于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每到节
假日或相关活动日，拓展训练都会被不少企业列
入日程。拓展训练历经近20年的发展，显示出
该项运动强大的项目活力和锻炼价值。

拓展训练，一般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或精心
设定的模拟情境中，经过专门设计的具有趣味性、刺
激性及挑战性的体验式培训，以提高锻炼者的心理
素质和促使其身心健康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

拓展训练之所以深受欢迎，一是其尝试性和
体验性，锻炼者通过自身操作和体验去吸收知识
和积累经验；二是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对锻炼
者的身心发展及社会适应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三
是对于凝聚企业团队精神、增进团队伙伴友谊具
有非常积极的效果。

从目标侧重来看，拓展训练主要分为体能拓
展、心理拓展和教育拓展三大板块。从场地来
看，拓展训练可以分为室内与户外两种。从项目
角度来分，主要有讨论交流型、团队合作型、自
我挑战型项目和学习技能型项目等几个类型。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
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
和有道德”。拓展训练恰好满足了这些需求，
参与者在进行项目挑战时，需要学习、交流、
控制以及合作等，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思
考，挑战自我，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有益于
参与者的身心健康。

例如“能量传输”项目，参与者需要快速奔跑
保证运输管道的衔接，并保证自己手中的道具不
能掉落。在参与拓展训练的过程中保证了体育锻
炼的运动量，并营造出一种愉悦的氛围，有效地缩
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增进了信任感、归属
感，增强了全体成员通力合作的凝聚力。

不仅如此，高峰体验还能够帮助患心理疾病
的受训者分散心理病态的秩序，建立健康的心理
秩序，有效地提高参与者心理健康水平。

伴随着大众对拓展训练的了解，参与到其中
的人越来越多，而重中之重的安全问题也成为制
约其开展的重要因素。

时代的发展对拓展训练的安全提出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笔者认为，首先，参与者要服从组织
者的安排，加强自身对风险的感知能力，出现身
体不适的情况，及时与组织者进行沟通。其次，
加强对环境、场地、设备等外部因素的监控，事
先对此类外部因素进行预调查；对可能出现的突
发情况，例如恶劣天气等，作出合理的应急预
案。然后，组织者要熟知所要进行的拓展训练内
容，明确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者项目隐患，与参与
者进行强调，在安全问题上决不让步。

（作者：邹本旭，沈阳体育学院社会体育学
院院长、教授；李相如，南昌工学院特聘教授）

拓展训练为何受宠？
邹本旭 李相如

在江苏太仓，越来越多文化遗
产在匠心艺人的守护与雕琢下，
化身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审美性
的日常生活好物，为现代生活增
色，为文化消费助力，为文旅融
合发展增添底蕴。近年来，太仓
市政协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积极搭建平
台，创新非遗文化传承，让非遗

“飞入寻常百姓家”。

非遗“活”起来 乡村“火”起来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小朋友
们好，我是沙溪竹编技艺太仓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耀良
……”近日，沙溪镇非遗童承研习社内
开展竹编技艺体验活动，学艺五十八载
的王耀良正向同学们演示讲解竹编编
制过程，一根根不起眼的竹条在他的巧
手编织下变成了精美实用的竹编艺术
品。

非遗童承研习社是沙溪古镇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研习路线中的重要一环，
其中还包括阿四马青团制作技艺、苏州
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箍桶制作技艺等9

个实践展示点。
“沙溪镇聚焦文旅融合，创新
提出‘看非遗、品非遗、享非
遗、传非遗’四大举措，让非
遗‘活’起来、乡村‘火’起
来。”沙溪镇党委宣传部
门工作人员介绍，看非
遗，是打造“心遗沙
溪”主题研学旅游精
品 路 线 ，将 沙 溪 生
态、民俗、非遗等旅
游资源串点成线；品
非遗，是举办“非常
有溪”非遗公益讲座，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送下去，让市民朋友近

距离了解沙溪非遗文化特色；享非遗，
是持续开展“遗响千年”沙溪古镇民俗
嘉年华，结合七大传统节日组织系列沉
浸式民俗体验活动；传非遗，是开展“非
悦童年”民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传统
文化薪火相传。

将非遗传承“进行到底”

前不久，一场“李王出会”民俗庙会

活动在双凤镇玉皇阁进行，活动现场人
头攒动，群众纷纷驻足观看。在本次活
动中，舞龙舞狮、打连厢、道教音乐、双
凤山歌、宣卷等非遗节目陆续登台。

在太仓市文化馆，太仓市青年合唱
团正在排练由双凤山歌非遗改编的合
唱作品《山歌不唱冷清清》，歌声绕梁，
余音不绝。“社员挑河泥是我们一代人
的记忆，没想到也是由非遗双凤山歌改
编的。”在双凤镇羊肉美食文化旅游节
中，太仓市政协委员陈永健录制了一段
双凤山歌的视频，广为传播，引起了全
市政协委员的转发、点赞。

作为中国羊肉美食文化之乡和中
国民间艺术之乡，双凤镇拥有多项非
遗文化传承，龙狮制作工艺获评苏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凤山歌获评江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9年以来，
双凤镇先后举办“塑造福地文化品牌”
“坚定文化自信，打响特色品牌”“传

承与创新优秀农耕文化 助力乡
村振兴”等 6 场专题协商议事活
动。政协委员们充分交流意见
建议，太仓市政协文化文史委
也积极为活动提供专业意见
参考，最终形成非遗文化提
升类提案 4 条，为双凤镇以
传统非遗提升“福地文化”
影响力和美誉度提供了智力
保障。

与此同时，双凤镇听取委
员建议，结合非遗进校园项
目 ，在 学 校、各 文 明 实 践 所

（站、点）推出一系列针对未成年
人的非遗传承活动，将非遗传承

“进行到底”。“在委员们的号召和引
导下，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参与到非
遗传承的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学习
非遗文化，爱上非遗文化，最终实现非
遗文化的代际传承。”双凤社区文艺队
队长徐燕说。

未来，太仓市政协还将强化横向联
动，与市各有关单位、各党派团体、各界
别活动组等积极沟通，结合《太仓“老底
子”》系列丛书编撰成果活化利用与宣
传推广活动，继续深耕非遗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积极发挥政协委员力量，为非
遗传承把脉、护航，让非遗在保护与传
承中焕发新生机。 （吴越 沈洁）

江苏太仓：

让非遗在保护与传承中焕发新生机

听原汁原味的坠子、看行腔
酣畅的豫剧、吃地道正宗的小吃、
赏巧夺天工的技艺。这里有地地
道道的祥符调、婉转悠扬的二夹
弦，还有撂石锁和杂耍在市集中
现场卖艺，几十公斤重的石锁上
下翻飞，游客纷纷叫好打赏。

舞台上热闹非凡，市集里也
毫不逊色。在这里，你能跟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面对面学习制作灯
笼，你能短短十几分钟学会剪出
个窗花，还有汴绣、面塑、风筝等
项目传承人一对一教授，非遗传
承如火如荼地进行。众多传统医
药非遗传承人现场“义诊”，望闻
问切，吸引一大波沉迷“养生”的
年轻人排起长队。

原来，这是河南省开封市每
周五在各大广场创新推出的品牌
活动“欢乐宋·非遗季——欢乐周
末·非遗市集”。这种集文旅体验
于一身、集研学消费于一体的夜
间文旅经济新模式，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前往“赶集”打卡。

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
载:“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
皆居民。街东牛家炭、张家酒店，
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
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而
今，这样的美食，在非遗市集上也
能寻得一二。

在这里，能吃到北宋宫廷御膳花生糕、蜂蜜糕、
桶子鸡、酱牛肉、黄焖鱼，能学着包小笼包，能亲自动
嘴“吹”糖人、画糖画，以往只能通过走街串巷才能寻
到的宝藏非遗，如今全被召集至此。

市集同样具有浓郁的宋韵色彩：悠扬古琴声起，
一幅雅集图缓缓展开，焚香、点茶、插花、抚琴共同打
造宋风雅集，身着宋服的游客身临其境，步入宋画，
沉浸式体验宋代美学。有雅人焚香抚琴，自然也少
不了文人墨客笔下生花。桑凡众弟子以及嚮搨、颖
搨技艺传承人倾情助阵，展示扇面艺术与篆刻艺术，
为大家开启汴京扇市新奇视角。这里不仅有五花八
门的非遗盛宴，还有“市集鉴宝”“VR赏文物”“图书
研学”等文化新体验。

“欢乐周末·非遗市集”一经推出，迅速成为城市
新热点。各路网红大咖、青年学子纷纷来此各展所
长，不遗余力地宣传宋文化，粉丝“蹭蹭”上涨，一批

“非遗网红”正在成长。
今夏，开封市“欢乐周末·非遗市集”将连续举办

20余场，每场都有几十个非遗项目展示，为广大市
民、游客接连呈现色香味俱全的文化大餐。

开封市依托八朝古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资源
丰富的优势，大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着力
策划非遗展示活动，开发非遗文创产品，打造出老少
皆宜、贯通中外的宋文化盛宴，让文旅活动接地气、
有市场，带给大家物质满足、精神享受、文化自信，营
造浓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深深吸引年轻人群体，
让他们在优秀文化中得到心灵滋养。

（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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