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你还有多少误读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策展人才培训班上，专家刷新人们的原有知识储备———

“过度强调原汁原味，会把鲜活的文化传

统变成僵化的木乃伊。 ”“不是一个地方申报

成功了，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成了他

们独有的传统……” 日前在沪举办的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策展人才培训班上， 文化和旅

游部相关专家的授课令人耳目一新。 经过一

周的学习，不少学员感慨，本以为对非遗的相

关知识点了解得蛮透，没想到很多是误读。

非遗传承，必须原汁原味？

说到非遗传承， 许多人想到的一个词汇

是原汁原味，然而专家却指出，所谓的原汁原

味传承，如果强调过头，不仅不符合文化传承

的历史规律， 还可能把鲜活的文化传统变成

僵化的木乃伊。

以苏绣为例，它以江苏苏州、吴县一带为

生产中心。 春秋时期，当地的百姓已经将刺绣

用于服饰；唐宋时有了针线细密、设色精妙 、

形象栩栩如生的特点；明清时期，苏绣的风格

进一步形成，不仅“家家养蚕、户户刺绣”，而

且吴门画派也推动其发展，以针作画，巧夺天

工。 明代 《姑苏志》 作了高度概括：“精细雅

洁”，称其为苏州绣。 古老的苏绣一直随着时

代在发展，清末民初沈寿的“仿真绣”，吸收西

方绘画的色彩、 光影原理， 注重逼真和立体

感。 上世纪初杨守玉的“乱针绣”，线条长短交

叉、 分层加色。 新中国成立后任嚖娴的虚实

“乱针绣”， 将素描的笔触与虚实效果融于绣

品中。 新世纪的绣娘作品，则既有素描的光影

效果，又有碳粉的质感。

没有一代代刺绣人对新知识的学习和博

采众长， 又何来今日苏绣多姿多彩的生动局

面。 专家指出，非遗不是静止不动的，它的“世

代相传”，不是同一个东西、同一种方式永远

不变地一代一代传下去， 而是文化传统在一

代代人的能动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创造 。

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每一

代乃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体验和认

识，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活力，正因如此 ，才

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才有文化多样性的出

现和丰富。 这是非遗与文物的本质区别，文物

是不能再创造的，文物的再创造是造假。

此外， 非遗传承的再创造， 能否成为新

的传统， 也需要经过相关社区、 群体的实践

检验， 得到他们的情感认同。 人民大众去芜

存菁的力量是强大的， 他们会在自己的感受

中判断哪些实践、 哪些技艺， 哪些内容和形

式、 品种和题材的变化与更新， 能给他们带

来情感的认同和审美的愉悦， 带来将过去与

当下联结起来的体验， 如此， 他们会接受 ；

反之， 会排斥。

申遗要抓紧，不然被别国抢注？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我国非遗在

国际社会的可见度日益提高。 截至目前，我国

共有 39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位列全球

第一。 曾几何时，抓紧时间抢注非遗的观点十

分流行。 标志性的事件是 2005 年，韩国“江陵

端午祭” 入选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消息一出，不少国人对此耿耿于怀，认为

“我们的非遗被别人抢走了”。

事实上，非遗代表作申报与商标注册、原

产地标志、专利申请不一样，没有排他性 ，不

问出生，不问最早出处，没有抢注一说。 只要

某个社区或群体认为是他们的传统， 又符合

相应的申报要求，就可以申报。 继韩国“江陵

端午祭”申遗成功后，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交融中， 很多文化遗

产是多个民族、 多个区域共同享有的， 或者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因此， 在申遗的

问题上， 抢注、 抢报、 抢夺文化遗产， 争夺

所有权、 争夺发明权、 争夺文化主权、 别国

申遗导致我国文化遗产他国化， 这些说法都

是不科学的。 文化遗产在一个地方的存续 ，

与有没有申遗 ， 没有什么联系 。 遗产的申

报， 本质上是为了提高遗产的可见度， 体现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并增强

保护遗产的自觉性。

非遗保护，第一要义是作品？

非遗保护， 第一要义是什么？ 在专家看

来，非遗是一个文化现象的整体，不只是一件

件体现文化传统的产品或作品，更是可见、可

参与的生活； 不仅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表现

形式，还包括其内容本身。

近几年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总结形成了

一个基本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 很多非遗项

目本身就是大众持有、大众习俗、大众爱好 ，

其延续主要不是依靠技艺传授， 而是大众参

与和实践。

比如，保护春节民俗，最好的办法就是过

春节。 再比如，馕本身不能独立地构成非遗。

制作馕的技艺是非遗， 邻里亲戚分享馕的习

俗是非遗，馕是烤馕技艺的产物，是分享习俗

的媒介。 保护非遗，不是保护一个个烤出来的

馕，而是保护制作和分享烤馕的文化传统，让

其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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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学圈”的溢出效应顶破创业“天花板”
樊丽萍

在大学科技园， 这样的故事最激

动人心： 一家团队带着一个科研项目

进场， 从一个办公位起步， 继而拓展

到一层楼、 发展到一栋楼……在实现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蜕变后， 有的

企业短短几年就已市值过亿元， 甚至

赴境外上市。 在清华科技园、 浙大科

技园及上海的复旦、 交大、 同济、 华

理 、 东华等一批高校科技园 ， 这些

年 ， 几乎每个科技园都有能写进大

学 “双创” 教材的鲜活案例。

背靠大学 “好乘凉”。 用这句话

形容大学科技园的兴盛 ， 再恰当不

过。 从 2001 年首批国家大学科技园获

得认定以来 ， 大学科技园从最初的 22

家增加到如今的百余家， 甚至科技园从

大学所在地辐射到了周边地区。 在大学

科技园得天独厚的科技成果孵化平台

上， 走出了一批创业英雄， 产出了一批

高新企业。

与此同时， 历经快速发展的大学科

技园，也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尤其是

最近一两年， 不少大学科技园区发展脚

步开始放慢，有的甚至陷入“长不大”的

困境。

剖析个中原因，部分学者给出的“病

理诊断”是，一些大学科技园区目前无论

在空间上还是在产业载体上都碰到了

“天花板”。 一些身处大学科技园的小微

企业主说得更直接：这两年，受外界条件

等综合因素影响， 创新创业成本一直在

增加，融资也日渐困难，企业的生存危机

即便身处大学科技园也无法避免。

坦率地说， 创业者所反映的这些问

题，都不是新问题。但对这些呼声已久的

棘手问题，能否“从无解中求解”，考验着

园区管理者和相关主管单位的智慧。

一位沪上名校的管理者曾总结， 区

别于普通的产业园区， 大学科技园因为

毗邻大学、 依靠大学， 往往能提供不一

般的孵化能力。 一方面， 大学拥有的知

识优势、 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可以产生

集聚、 辐射作用， 赋予大学科技园优渥

的创新创业生态。 尤其是， 比起这些显

性优势， 大学也在为这些创新 “幼苗”

遮风挡雨， 庇护其茁壮成长。

众所周知， 很多小微企业处于初创

时期， 技术上可能有些优势， 但普遍市

场经验不足， 融资相对困难， 有时候，

几个难关一叠加 ， 稍有不慎就会被压

垮。 而对一些处于生死攸关时刻的创业

团队而言， 大学往往是支撑它们 “熬”

过市场冬天的避风港。

因为 ， 穿行于大学校区与园区之

间， 创业者不仅可以便利地接触到最尖

端、 最新鲜的技术， 吸纳各有所长的专

才组成创业团队， 还能受惠于各种政策

优惠， 享受校园辐射周边地区带来的各

种生活便利 。 把与大学为邻的地理优

势、 技术优势、 人才优势及成本优势转

化为一切有利于创新的发展优势， 正是

大学科技园这些年风生水起的原因。

眼下， 对不少大学科技园来说， 要

摆脱 “成长的烦恼”， 走出一条突围的

新路， 必须在发展路径上尽可能把背靠

大学的优势用好、 用足。 除了进一步推

动大学创新资源与高科技产业发展、 产

业能级的提升紧密结合， 如何提升园区对

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 也是当下要探索、

研究的重点课题。

提升大学科技园的综合竞争力， 使园

区发展主动融入区域和城市发展， 在这方

面， 国外一些成功案例值得深入研究和借

鉴。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一直是为业界

称道的创新样板， 这个世界著名高科技园

区， 坐拥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再如美国东北部波士顿附近的 128 号

公路创新廊道， 沿线不仅有哈佛大学、 麻

省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 ， 还分布有电子

信息 、 国防军工 、 生物工程等各类企业

和科研机构。 不少研究者在近距离观察、

剖析这些样板的成功之道时， 感触最深的

是其独特的创新生态。 其实， 并非每所知

名大学旁都设有科技园， 但很多名校都在

促进产学研对接、 呵护小微企业的创新热

情方面， 拥有独到的手势和方法， 在

创新创业软环境的建设上 ， 形成了

“独门秘笈”。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一座城市

要有号召力和吸引力， 得有充满传奇

色彩的创业者和企业家， 涌现一批现

象级业界精英， 诞生更多创业英雄。

而在大学大院大所林立、 科研资源异

常丰富的上海， 大学科技园要有 “再

起宏图 ” 的决心 ， 找到跑出 “加速

度 ” 的突破口 ， 实现 “换道超车 ”，

要紧跟城市发展脚步， 成为助推城市

发展的创新引擎。

只有把与大学 “近水楼台” 的优

势发挥到极致， 大学科技园才能更大

更强、 蓬勃成长，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创新策源地。 显然， 这

需要智慧， 更需要勇气！

凡
不
能
击
倒
我
的
，必
使
我
更
坚
强

戴着鸭舌帽， 穿着哈伦裤， 脚蹬篮球

鞋，初见阿陈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超越年龄

的潮叔。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才知道，这份

潇洒，是九死一生酿出的酒。

人生第一次被击倒

过了今年春节， 阿陈就将 51 岁了，活

到这岁数，他感慨“都是赚到的”。

得病是十多年前。 那年阿陈 39 岁，与

很多浙江老乡一样，忙着创业。 五六年间，

他的生意急速扩大， 直到一次装修新门面

时，他病倒了。 急性胰腺炎！ 阿陈在医院住

了一个多星期，消停了。 出院后，他又风风

火火地做生意去了。

后来十多年， 他因急性胰腺炎住了十

多次医院，倒了，住院；好了，创业，就这么

循环着。 没想到，祸根就这样埋下了。

“年轻时，用健康换金钱。 ”阿陈没说出

后半句———年老时，用钱换命。 2015 年，阿

陈又倒下了。 “肝硬化、胰腺坏死、门静脉高

压”，他不是很懂病历上的这些词，只是从自

己的身体读出了严重性，他路都不能走了。

“你明天可以出院了。”医生对他说。出

院？ 治好了？ 阿陈不明白。 “已经没人能给

你手术了，回家吧。 ”医生的第二句话让他

彻底醒了，不是治好了，是没得治了。

人生第一次被击倒， 好像连还手的余

地都没有。

绝望中抱紧希望

回家的时光并不是岁月静好。 肝硬化

对病人的最大折磨是难以忍受的剧烈疼

痛，阿陈开始吃止痛片。 刚开始一天一粒，

后来一天三粒， 没多久就用上了医院开的

杜冷丁，一天打三支，医院开此类药品有严

格限制，但不久，这也压不住了。

“想办法买毒吧。 ”剧痛让阿陈失去了

理智。

“不准买！ 谁敢买！ ”老婆气哭了。

“可我痛啊，坚持不下去了。 ”

这天，老婆哭，阿陈也哭。

阿陈的老婆不愿放弃， 继续找人， 浙

江的大医院 、 专家教授乃至院士找了不

少， 被告知手术成功率不到 10%， 听到最多的话是 “回

家吧， 算了吧”。

阿陈每天痛到昏死为止，他喘息着把后事处理好，但亲

友介绍的方法他只要有力气都会去试， 这个好强的中年人

其实不想放弃。

国外有没有办法？一圈电话打下来，一位侨居美国的亲

戚说，去上海找刘保池教授试试吧。

勇敢地冲过底线

2016 年 2 月 26 日，阿陈清楚记得这天，他在上海见到

了刘保池。

刘保池是全国手术与细胞治疗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前因给艾滋病人做手术而闻名。给艾滋病人做手术，专业

上管这叫“职业暴露”，虽已有技术可事后阻断艾滋病感染，

但职业暴露的风险依旧存在。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专业外科门诊的艾滋病定点医院，这

里有专业的外科团队为艾滋病人提供各种非艾滋病病种的

外科手术。

2010 年左右， 刘保池带领团队从临床研究中发现：骨

髓干细胞对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及临床症状具有改善作

用。 他们经多次验证，证实自体骨髓输注到肝内是安全的，

且使用自体骨髓不会涉及伦理问题。

当时， 刘保池的一位艾滋病患者因失代偿期肝硬化晚

期，常规治疗已无济于事，患者和家属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请求尝试自体骨髓回输治疗。 结果，患者的肝功能真的

逐渐恢复了正常， 肝硬化发生了逆转。 当阿陈找到刘保池

时，团队已为 60 多例一般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做了脾切除加

自体骨髓经门静脉输注，均获成功。

四天后，阿陈上了手术台。后来的一切在他看来如做梦

一般：原本奄奄一息的他，术后第二天下床走路了；3 月 13

日，各项指标都正常的他，完全康复出院了。

“刘大大是我的救命恩人。”阿陈感激不已。如今的他体

重增加了 50 斤，每天在宁波北仑区自行车骑行 20 公里。他

开玩笑说，有时想去吓吓那些曾拒绝过他的医生，但想想还

是作罢了，“因为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其实，医学上更传奇的故事还有太多，百年来，医学的

有限性与无限发展， 加之生命本身的顽强内生力与不可琢

磨的结局，让许多医生都直呼“不可思议”，也让人愈加敬畏

生命。

凡此种种，有一点是必要的：别放弃。 人生有时就像打

橄榄球，不能犯规，但也不要闪避球，而应向底线勇敢地冲

过去。 阿陈用生命的奇迹写下了这句话：凡不能击倒我的，

必使我更坚强。

（涉患者隐私，文中隐去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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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策展人才
培 训 班 是 中 宣 部 牵 头 制 定 的
《2018—2019 年全国文艺业务骨干
和管理干部培训工作计划 》 项目之
一 ， 也是文化和旅游部面向非遗策
展人才的系列专题培训之一 ， 意在
通过加强一线非遗策展人才的业务
能力建设 ， 进一步提高非遗展览展
示的品质与水准 ， 促进社会公众特
别是青少年对非遗保护的认知 、 认
同和参与 ， 营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 创新性发展的
生态环境 ， 推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

在为期一周的培训班上， 中国社
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
嫫解读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 故宫博物院、 文化和旅游部恭
王府博物馆、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专家
学者从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向参训学
员授课。 同时， 培训班邀请了 “第五
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成
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上海国
际手造博览会” “上海设计周” 等大
型展会主承办单位分享策展经验， 还
组织学员参观上海中心 “宝库匠心与
大师同行” 非遗精品展， 实地学习上
海电影博物馆展陈设计， 并组织学员
开展主题学习讨论， 共同探讨非遗策
展遇到的瓶颈问题和解决思路。

①公共艺术装置 《百鸟林》 汇集了大江南北以鸟为主题的

四种染织绣非遗技艺。

②缂丝工艺运用到时尚礼服中， 碰撞出别样的美。

③传统竹编纹样进行全新排列组合， 成为创意装饰画。

④这款 《徽宗·芙蓉图》 圆形提包融合了缂丝、 顾绣等非遗

技艺。 （均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供图）

①

②

④

③

■非遗不是静止不动的， 它的 “世代相传”， 不是同一个东西、 同一种方式永远不变地一代一代传下去，

而是文化传统在一代代人的能动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创造

■非遗是一个文化现象的整体， 不只是一件件体现文化传统的产品或作品， 更是可见、 可参与的生活；

不仅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 还包括其内容本身

在上海， 一系列非遗的跨界探索引人关注， 为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样本。

制图： 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