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访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
见证， 是连结民族情感、 维系国家统一的重
要基础 。 2018 年以来 ， 在国家多部门的支
持下 ， 许多地区大力开展 “非遗+扶贫 ” 工
作， 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振兴传统工艺。

截至去年 6 月， 各地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超 2000 所 ， 带动非遗项目超 2200 个 ， 带

动近 50 万人就业、 2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 在 “生产性保护” 的努力下， 众多乡
村特色文化资源在今天的价值， 正被人们重
新认知、 界定。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

上海对口帮扶将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
口支援工作迈上新台阶。 在未来的帮扶过程

中， 如何让非遗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
用， 体现其应有价值， 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

特别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东中西部地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协作机制， 鼓励东部加强对中西
部的协作帮扶。 正着力提升软实力的上海，在东
西部非遗协作上，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非遗帮扶，让“软实力”成东西部协作“硬支撑”
本报记者 赵征南

上海探索助力对口地区乡村振兴新路径

“造血式”帮扶
如果没有上海的支持，

“牵花绣”就没了

湖北宜昌夷陵许家冲移民新村，

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 19 岁时，

谢蓉成为三峡库区第一批移民， 跟随

父辈们一起离开了原先的家园， 搬迁

到这个村子。

2012 年， 谢蓉组织起姐妹们，成

立了宜昌绣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 那

时恰逢十字绣风靡全国， 她们便把自

己平日里绣的十字绣拿到景区试水，

结果因为“不够特别”而无人问津。

有干劲，更得有策略。什么才够特

别 ？ 谢蓉想起了峡江地区的特色非

遗———牵花绣。 “小时候觉得它好漂

亮，所以特别喜欢看奶奶绣，我的枕巾

就是牵花绣做的。 ”谢蓉说，那些漂亮

的绣画，缤纷了她的童年。

2014 年作为种子老师，来到上海

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参加以手

工和营销为主题的培训， 由此为她打

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返夷后， 谢蓉充分考虑市场因素

后决定， 一方面提升技艺， 一方面凝

练特色。 她在移民新村收集了数十件

老绣片， 向仅存的几名老手艺人拜师

学艺； 与此同时， 她和姐妹们开发出

旅游产品 “中华鲟艾草布艺挂饰 ”，

还试着将当地的艾叶填充到绣品里，

打造 “手绣+艾草” 的生态特色文化

理念。

路子找对了，销路也打开了。渐渐

地，产品开始走向全国市场。在静安区

社联会的牵线下， 谢蓉还和上海市乐

创益公平贸易发展中心合作，通过“手

工艺＋旅游服务”模式，带领更多移民

创业就业。现在，夷陵当地掌握牵花绣

技艺的人员已超过 1000 人，年产值超

过千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没

有上海在理念和渠道上的支持， 别说

产业，估计‘牵花绣’这项非遗已经消

亡了。”如今，再回想起这段创业之路，

谢蓉脱口而出的是“特别感谢上海”。

对于中西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

海持续不断“输血”的同时，在基础设

施、产业扶持、人才培养方面给予大量

帮助，不断增强“造血”能力。

在班利村， 这个拉祜族传统舞蹈

“摆舞”的发源地和传承基地，由上海

援建的展演中心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

希望。

“有位上海企业家看完演出后，立

即捐赠了 20 万元，这让我们全村人特

别感动。但更让我们终身铭记的，是上

海在东西部协作中，开辟了‘拉祜文化

兴县’新路径，通过资金政策支持、管

理经营模式创新、 文化演艺宣传等多

种手段，塑造优化拉祜非遗品牌，让我

们长久受益。”云南省澜沧县班利村委

会党总支书记、主任赵黑大说。

“浸入式”帮扶
他们来高原不是蜻蜓点

水，这是特别让人感动的

在雪域高原， 牦牛绒这种温暖又珍

贵的材料，上千年来温暖着一方百姓，也

是高原生活的一部分。

“过去， 我们的帽子大多用羊绒做

的，下雨、下雪，一沾水就很重。要是能用

牦牛绒———牦牛身上最纤细的、 在头颈

附近的绒毛制作，轻得很，不太沾水，那

该多好。”青海果洛手工编织技艺传承人

卓玛吉坦言， 由于采集牦牛绒要靠人手

工一点一点去扒， 受限于牦牛绒处理的

技术，她很少做牛绒产品。

后来， 通过参加上海大学公共艺术

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高校非遗研培计

划， 卓玛吉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牦牛绒

纺织及制作技艺传承人，“牦牛绒的毡化

需要不停地揉搓， 因此对制作者的耐心

与定力有较高的要求。是上海的老师、设

计师讲述了牦牛绒制作时的要点， 为我

们带来了新的理念、想法和灵感，一起开

发了牦牛绒的包袋、毛毡、挂件。 ”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更看重产

品的品质、样式与时尚度。非遗要走进现

代生活， 就必须敏锐把握住这一时代变

化趋势，在产品设计中融入现代审美。 ”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章莉莉表

示，“上海大学驻青海果洛传统工艺工作

站”挂牌以来，组织多批果洛地区非遗传

承人到上海美术学院进行研修培训，以

“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 许多传承人

回到当地再次进行创作、制作时，其产品

更加符合现代审美趣味和生活需求，如

“格桑花”藏银锻造服饰系列、“果洛的祝

福” 德昂洒智藏书法挂画系列、“舞动的

果洛”树脂银饰茶具系列等，获得了国内

外市场的好评。

“我们非常珍惜在上海与老师、设计

师、企业家深入接触学习的机会。但更让

我们没想到的是， 培训结束后依依惜别

时，上海老师口中的‘我会来看你’成了

现实。 ”4000 米海拔之上，学员们见到老

师，热泪、拥抱轮番上演。 有一位藏族姑

娘，甚至一晚没睡，连夜用 6 小时梳理传

统发辫来见老师，如同迎接盛大的节日。

“上海大学的老师， 通过在上海办

班，提升藏族手工艺人的技巧，唤醒牧民

的市场意识，当地非常感激。但更让当地

干群感动的是，他们并非蜻蜓点水，也不

是拍脑袋上项目， 而是克服高海拔低温

缺氧的影响，设置固定的工作站，每年都

深入深山腹地； 克服语言障碍与牧民沟

通， 总结剖析藏族手工艺传承遇到的瓶

颈以及与市场衔接中的难点堵点， 并主

动为手工艺品提供展示平台， 联系市场

潜在客户。 ”上海援青干部、果洛州玛沁

县副县长马辉表示，能将身心“浸”在高

原帮扶，是果洛最为看中的，玛沁县政府

已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民族手工艺

合作开发框架协议，探索更多样、更深入

的帮扶协作。

“全方位”帮扶
通过上海大平台，彝绣登

上国际时装周T台

在云南楚雄州直苴村， 有一个延续

1300 多年的传统节日———赛装节，被誉

为“最古老乡村‘T 台秀 ’”，而彝绣也正

源于此。

彝绣图案精美色彩艳丽， 是彝族最

具代表性的文化表达和载体。“彝绣也面

临着传承难题。 ” 赛装传承人殷必聪表

示，如果一直坚守深山，灿烂夺目的彝绣

文化迟早会凋零。

在最迫切的时刻， 上海非遗帮扶力

量伸出了橄榄枝。 东方国际集团利用上

海在集聚国际国内文化资源、 文化资本

和文化消费市场上的平台优势， 协助楚

雄打造“千年彝绣·时尚新生”帮扶机制。

借助旗下“TOP100 全球设计师联盟”，彝

绣的美被“剥开”重新“再造”，先后登上

了上海时装周、 纽约时装周的舞台，“感

谢上海这个大平台，彝绣走出大山、走进

生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登上了国际

时装周 T 台。 ”楚雄州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说。

“一场秀，只有几十分钟。 如果仅仅

像烟花一样， 砰的一下没了， 就无法成

‘势’。 我们把彝绣请到上海、纽约，绝不

仅仅是为了走秀。 ”王露表示。

在上海援滇力量的推动下， 彝绣正

迈向时尚化、国际化、产业化的“星光大

道”。在生产方面，彝绣合作社建起来了，

绣娘们的心聚起来了， 在家门口就实现

增收；设计方面，沪滇携手探索传统彝绣

与现代时尚的完美融合；工艺层面，合作

推动当地非遗传承人群技艺和文化的提

升；在产业发展和开拓市场上，上海企业

做得更多、更深、更广。

这正是“全方位”的帮扶。

前端的田野调查，上海积极介入。西

藏拉孜县，各种文化遗产遍布各乡。 “拉

孜县文化遗产调查项目” 被写入援藏资

金项目建议书， 决定对县内现存的具有

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和各种以

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

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

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 以及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且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进

行深入调查。终端的市场开发，上海也有

着成熟的资源与经验。 正如民俗学专家

刘魁立所说，“没有群众的欣赏和关注，

非遗就没有了社会基础。 就好比戏曲没

了观众，怎么传下去？”青海的《格萨尔王

传》唱响大世界，西藏的“堆谐”“藏戏”亮

相国际艺术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原

创音乐剧在上海巡演， 这些对口帮扶地

区的灿烂非遗在上海绽放耀眼光彩，获

得了大量关注。

而在章莉莉的心中， 已经在筹划今

年的研培回访计划。她始终难忘，去年果

洛之行的最后一天， 工作团队幸运地遇

见了彩虹，“因美丽相遇的东西部非遗帮

扶，将如彩虹般充满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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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文汇报： 如何看待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影响和作用？

萧放：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 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重要

的精神支撑， 是农业文明传承的生动见证。 利用非遗资

源， 可以让乡村公共空间更充实， 更具有文化的味道。 与

此同时， 非遗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也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乡

村生活的组成部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非遗在乡

村振兴中的重要价值。

王小林： 在助力对口帮扶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

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特别需要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 兼

具区域特色、 民族特色、 历史文化特色的非遗， 正是这些

地区独具特色的资源， 可以依托相关的产业来推动发展。

这样的产业具有文化、 生态、 绿色、 可持续的特点， 非常

有前景， 有能力成为西部乡村振兴的 “未来产业”。

文汇报： 在助力对口帮扶地区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建

立东中西部非遗保护协作机制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萧放： 无论是东部、 中部还是西部， 各族人民共同生

活在祖国大地上， 积累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非

遗多处于交融复合的共享状态， 大多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

化内容与文化符号， 因此， 保护非遗这块全民族共同的文

化资产， 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资源非常好， 但知名度、 非遗价值的发现不够 ， 是

西部非遗的总体特点。 由于社会发展的因素， 西部非遗

保存得更加质朴， 氛围也更加传统。 但对非遗的保护意

识、 总体投入上却未必超过东部， 资金缺乏， 设施不足；

保护人才缺失， 包括非遗保护的人才， 申报评估的管理

人才， 以及标准认定、 判断非遗价值的研究人才都不足，

导致非遗传承利用、 自我保护、 自我修复的能力和理念

都很缺失。

东西部协作将打开人才、 资金、 理念的流通通道。 首

先， 人才培养上， 东部高校资源丰富， 能为西部培养他们

所匮乏的高端非遗研究管理人才； 通过职业学校的联合培

训， 也有助于输送技艺传承的人才。 其次， 东部资金相对

充足， 能够支持西部非遗设施建设、 调查记录、 并通过专

题项目等形式， 开展产品联合开发、 文旅融合开发， 并利

用东部丰富的媒体、 平台资源， 提升非遗的知名度。

上海有能力成为讲好中国非遗故事的
最佳故事员

文汇报： 在协作中， 需要重视哪些问题？

王小林： 第一， 要注重保护和培育非遗现代产业体

系。 这个产业体系的 “点” 是非遗本身， 这是最具特色的

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 但其辐射范围相对较小， 它处于内

核圈。 中层圈， 是着力培育与非遗 “点” 相关联形成的区

域特色产业体系， 挖掘当地更广泛的文化、 生态资源， 培

育起可持续的、 有价值增值空间的新业态、 新服务， 它的

关键是形成非遗现代产业链， 即 “线”。 外层圈， 要把东

西部、 国内外贯通， 打造依托非遗 “点” 和 “面” 的文旅融合、 农旅融合、 城乡

融合的立体产业体系， 它是非遗现代产业体系的 “面”。

第二， 利用科技和数据新要素驱动。 过去， 西部非遗大多 “藏” 于深山之

中， 传承面临严峻挑战， 帮扶也显得难以找到抓手。 如今， 有了大数据、 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和平台的支持， 东部可以利用科技、 数据、 平台等优势， 协助西部

地区建立起非遗数字化、 可视化、 开放化的数据库， 在社交媒体上用多种传播手

段提升其知名度、 美誉度， 这样让非遗插上 “互联网翅膀”， 在全世界低成本、

广范围传播。

第三， 建立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带贫机制。 在非遗产业的开发中， 坚持保

护、 传承、 共享的发展理念， 不能由一家大公司 “一包了之”， 要鼓励小微企业、

合作社、 低收入户纳入现代非遗产业体系， 建立起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 助力西

部地区低收入农户可持续增收。

萧放： 首先， 东西部协作的关键是造血， 特别忌讳短期行为， 忌讳不做调

查， 拍脑袋上项目。

其次， 要保持西部乡村非遗的品质特性, 重视人、 地、 物的有机结合, 强调

自然生态、 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 充分保护非遗的文化肌理， 加强非遗

核心内涵的传承， 尊重非遗持有者的感情。 当非遗与产业两者结合在一起时， 要

尊重非遗的价值观和文化灵魂。 如果丢弃了非遗的内涵， 仅仅为了借助技艺或者

形式去发展生产， 只留下外壳的 “非遗产品” 就只是 “产品”， 而不是 “非遗”。

我们既不能仅仅强调非遗的原真性、 本真性， 不予改变， 也不能市场需要什

么， 就去生产什么， 要尊重非遗传承的原则， 把握好 “度”。

文汇报： 协作能实现双赢吗？

王小林： 双赢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 从国内循环的角度来说， 欠发达地区保

护、 传统和发展非遗， 并构建起非遗产业体系， 创造了就业岗位， 提升了居民收

入和福祉。 东部地区充分发挥新要素

优势， 实现了消费升级， 老百姓幸福

指数提升。 通过各地各族人民之间文

化的欣赏与交流， 进一步促进了民族

团结、 融合和精神层面的聚合。

其次， 从国际循环的角度来说，

文明的传承和交融， 价值是无限的。

西部地区收获了更多的关注， 而拥有

国际大都市软实力的上海， 有能力成

为讲好中国非遗故事的最佳故事

员———通过其极为出众的平台资源和

技术手段， 有望为中国与世界打开一

扇重要窗口。 特别是疫情之下， 让许

多期待了解中华文化的外国人， 通过

他们感兴趣的非遗去感受真实的中国

故事， 体验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共

同拓宽情感和价值观的联通。

让世界民心相通， 构建人类民运

共同体， 这才是建立东西部非遗保护

协作机制的最终价值。

▲西藏拉孜堆谐。 新华社发 （除署名外， 均受访者供图）

▲青海果洛德昂洒智藏书法技艺。

▲牦牛绒湿毡技艺培训现场。

▲新疆喀什十二木卡姆亮相上海。

茛云南楚雄彝绣惊艳上海时装周。

▲夷陵，谢蓉（右二）等将艾草、中华鲟等元素加入特色非遗“牵花绣”手工艺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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