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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非遗保护工作机制逐步完善
■本报记者 祝越

非遗保护
需鼓励民间力量参与

高春明认为， 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

离不开科学合理的保障机制， 而非遗保

护的保障机制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
也需要发动民间力量， 形成社会的文化

自觉和价值认同。
2013 年 11 月， 文化部牵头成立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并要求各

省市尽快成立省级非遗保护协会。
2014 年，由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联合近百家非遗保护专 职 机

构、 基层社区和相关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并启动

筹备。
2015 年，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成立。 这个拥有近 600 名会员的

社会组织，在业内也被给予厚望。 随着

协会的成立，民间组织与政府文化行政

管理部门、保护工作专职机构形成了三

位一体的非遗保护工作格局，这三股力

量分别从各自的职能出发，共同推进非

遗事业的发展。
目前，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协会已经两次推出食品非遗礼盒。 去年

春节前，集结 11 种“上海老味道”的年货

礼盒登陆上海，包括邵万生的黄泥螺；万
有全的青鱼干和家乡咸肉； 老大同的香

糟风肉、虾籽酱油、特浓糟肉；三林酱菜

的大头菜、小酱瓜；立丰鸭肫肝；城隍庙

五香豆；崇明桂花酒酿等，汇聚非遗项目

中华老字号拳头产品。 这一年货礼盒受

到市场的热捧，两周就销售了数千套。
高春明介绍，协会成立后，更进一步

整合了社会资源， 搭建公众参与的公益

平台，让企业、团体、个人共同参与非遗

保护；同时，为了提升非遗保护工作的专

业化水平， 建立了由管理部门、 学术机

构、大专院校、社会专业团体等组成的指

导委员会， 为上海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专

业化分类指导，通过开展项目评审、学术

交流、项目推介、宣传推广等活动，实现

非遗工作的多元共存。

非遗保护
有了法制保障

非遗现状到底如何？据统计，上海现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675 项， 其中国

家级 55 项；非遗传承人 1333 人，其中国

家级传承人 94 名；各类传承场所 72 个。
上海非遗项目分为十个门类， 鉴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门类广泛、形态差异较大，生
存状况和传承情况也各有不同。

在过去一年里， 上海的非遗保护事

业延续了科学规划、 积极探索、 注重管

理、 层层推动的思路， 管理机制不断完

善、平台建设更加规范、保护措施逐步落

实、立法保护积极开展、理论研究不断进

步。 此外，非遗保护的传承工作、队伍建

设、经费保障、社会宣传、全民参与等各

个方面也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非

遗保护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整体框架和积

极效果开始显现， 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

积极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 各种具有自

主创新意识的新举措不断涌现， 以数字

化、 网络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也在初步

应用中展示了良好的科学支撑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 已列入本届市人大五年

立法计划。据介绍，《条例》的立法过程始

终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科学指导，
分类保护；合理利用，融入生活”的指导

思想， 并充分吸收了非遗协会专家们的

意见。
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最终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条例》全文共八

章四十七条，包括总则、调查与保存、代

表性项目名录、分类保护与合理利用、传
承与传播、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附则，
立足本市保护工作实际，强化“保护”意

识，凸显了上海特色。
高春明说，《条例》 确立了对非遗实

行分类保护的原则。 对濒危项目实行抢

救性保护，将内容、表演形式、技艺流程

等予以记录和建档； 对受众较为广泛的

项目则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培养后

继人才等方式使其在当代传承发展。 而

对更为成熟的非遗项目，则实行“生产性

保护”，让非遗不再留存于“博物馆”。《条
例》还细化规定传承与传播措施，首次认

定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重新

认定保护单位。 对于没有取得认证资格

的单位，《条例》也将予以制约，对非遗保

护将起到很强的促进作用。

活态传承的修行
还得看个人

在非遗保护工作实践中， 协会认识

到， 非遗是通过口传心授、 言传身教传

承的， 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能的传

承， 其中传承人是保护主体。
根据协会的调查， 目前传承人老化

现象十分严重 。 一些项目缺 乏 经 济 效

益， 后继乏人、 青黄不接， 造成了非遗

活态传承的困境。 还有不少传承人相继

离世 ， 对传承工作带来无法 挽 救 的 损

失。 截止到目前， 文化部认定的 94 位

上海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 已

有 20 人去世。
目前 ， 抢 救 性 保 护 已 经 开 始 了 探

索 。 在崇明 ， “江南丝竹牡 丹 亭 ” 作

为保护工作重点 ， 探索尝试 了 各 种 传

承人的培养方式 。 例如 ， 针 对 牡 丹 亭

演奏队伍成员年龄偏大的状 况 ， 牡 丹

亭传承基地筹措经费购买乐 器 ， 并 在

民间调研的基础上发现一批 较 年 轻 的

民乐演奏人员 ， 为他们举办 牡 丹 亭 演

奏培训班 ， 并将他们充实到 牡 丹 亭 演

奏队伍中去 ， 推动了牡丹亭 传 承 活 动

的开展。
同样拥有非遗的金字招牌， 为何有

的停滞不前， 有的却能大步飞跃？ 高春

明呼吁传承人不仅要 “修炼内功”， 还

要 “大声吆喝”。 “目前各区都已在探

索如何利用各自区域的产业优势、 市场

优势、 科技优势、 创意优势和老字号企

业的社会影响， 实现非遗项目的市场化

转化。” 高春明介绍， 浦东新区已率先

开发上海绒绣、 三林刺绣、 三林瓷刻等

系列 “非遗宣传展示品” 和衍生品； 并

把高桥松饼、 钱万隆酱油、 三林酱菜、
下沙烧卖、 三阳泰糕点等开发成平民化

的 “非遗伴手礼”。
通过口口相传， 不少品牌已经成为

需要排队的 “网红”， 这些产品富有地

方特色， 也增强了非遗项目自身的造血

功能， 促进了传统技艺的传承、 利用和

发展。

题图左： 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正

在社区传播徒手剪纸的技艺。

题图右： 浦东派琵琶第七代代表性

传人林嘉庆指导小学员们的指法运用。
摄影： 袁婧

非遗也可
居家传承

冬至之后、 立春之前， 程丽从 700
多种竹子中选出慈竹、 备好 80 厘米的

竹节， 处理好以后带回了上海。 100 斤

表面无刮痕的竹子经过几十道工序处理

后， 被制作成重一两左右、 细如发丝般

的竹丝， 再经过挑、 破、 压等工艺， 编

织出惟妙惟肖的竹丝画和瓷胎竹编。
新上海人程 丽 21 年 前 来 沪 打 工 ，

也将家乡的竹编带进了都市。 如今， 程

丽创办的上海艺助行公益促进中心在帮

助更多残障人士实现居家就业梦想的同

时， 她做了一辈子的竹编技艺也在这一

过程中实现了活态传承。

让竹编在上海 “安家”

程丽的老家在四川眉山， 也被称为

“竹编之乡”。 与很多乡民一样， 程丽从

小跟随父辈学习竹编技艺， 她手指巧、
悟性高， 儿时便能编制竹篮、 背篓， 瓷

胎竹编等 “细活” 很快掌握。
从粗糙的竹节到细密的竹丝， 需经

刮青、 破节、 剖片、 烤色、 起篾等数十

道工序， 其间的繁复与艰苦不难想象，
“竹的边缘像刀片一样锋利割手， 小时

候十个手指没有一块是平整的。” 程丽

说 ， 比 辛 苦 更 难 熬 的 是 枯 燥 和 寂 寞 ，
“编得再巧也就是个篾匠， 每天五六小

时的枯坐编竹让人难熬。”
1996 年， 怀揣对都市生活的憧憬，

程丽来到了上海。 但她发现， 竹编似乎

与都市化的上海格格不入， 想让竹编艺

术在上海发展有些艰难。
虽然中国竹文化传承了几千年， 竹

编也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并

没有多少人知道竹编。 不过， 随着程丽

不断开辟竹编创新手法， 将传统竹编与

现代生活方式接轨， 她的竹编作品开始

受到人们的关注 。 通过一点一 滴 的 积

累， 程丽和她的竹编逐渐得到认可。 竹

丝画和竹丝扣瓷更成为她主要的创新作

品 。 《隐 形 三 圣 佛 》 、 竹 丝 编 赵 孟 頫

《心经》、 《清明上河图》 ……几年来，
数十件作品荣获国内外博览会金奖， 而

瓷胎竹编花瓶 《熊猫》 更是成为赠予外

宾的国礼。

帮更多人实现居家就业

自从程丽在 M50 创意园开办了佛

肚轩工作室， 竹编在上海也有了 “家”，
不少白领年轻人开始尝试接触竹编这门

古老的技艺。
令程丽遗憾的是， 尽管国家对手工

艺的扶持越来越多， 但愿意静下心来学

习竹编手艺的人却不多， 竹编的传承遇

到困难。
2008 年 6 月 ， 眉山竹编被正式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这门民间艺术却面临后继乏人的局

面。 之前， 程丽带过不少徒弟， 多是工

作室常客， “竹编门槛不高， 但难在持

之以恒。 很多人喜欢竹编， 但能够坚持

下来的不多。” 在程丽看来， 学习竹编

必须经过时间磨炼方可成气候， “所谓

手工艺， 必须先有工， 才有艺。”
回归竹编的初衷， 也为了把竹编手

艺传承下来， 程丽 5 年前开始和残联合

作， 向残疾人授课。 这些学员很努力，
一年培训下来， 就可以编织出简单的花

瓶、 灯罩等生活物品。 今年， 上海艺助

行公益促进中心这个社会组织 正 式 成

立， 程丽和她培训的学员们分赴更多社

区， 帮助残疾人在家完成就业梦想。
程丽根据不同难度尝试着和学员们

一起做竹编篮、 竹灯笼， 等到学员的技

术长进了， 再开始接触瓷胎竹编。 “竹
子本身不值啥钱， 只有充分利用竹子本

身的材质美感， 通过特殊的编织手法，
顺其自然地升华了它的艺术价值。”

在程丽精心的培训下， 学员们的作

品开始走向市场， 不少学员也在中国技

能大赛中获奖。 在她早期的学员中， 如

徐翠艳在全国残疾人技能竹编比赛中，
代表上海获得了第四名。 现在还有好几

个优秀的学员已成为她的得力助教。 程

丽说， 仅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参与 ， 传 承 技

艺， 共同编织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祝越

一把剪刀，守护记忆剪出爱

目前， 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正

在社区传播剪纸的技艺。 除了开展零

起步剪纸教学授课， 通过剪纸缓解老

年痴呆症的课程， 也是他们目前正在

进行的探索。
20 多年前， “剪爱” 创始人汤彬

的外婆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亲眼目睹

外婆遭受的痛苦以及母亲照顾的辛苦。
当年由于对疾病的不了解， 外婆错失

了及时治疗的机会 。 而外婆过世 时 ，
由于各种原因， 汤彬没有见上最后一

面 ， 成 为 内 心 永 远 的 遗 憾 。 2012 年

底， 从事旅游工作 10 余年的汤彬参加

了一次社区为老活动， 成为一名敬老

志愿者。 面对养老院里众多行动不便，
特别是那些罹患老年痴呆需要长期照

顾的老人们， 汤彬长久以来藏在内心

深处对外婆的情感被打开了， 于是有

了投身公益事业的想法， 希望能为老

年人远离痴呆， 过上更健康和更有尊

严的生活做一些实事。
做一件善事不难， 但要着手创办

运营一个公益组织， 挑战重重。 从注

册 、 找场地 、 项目落地到项目优 化 、
公益人才招募、 筹资等， 都是摆在像

“剪爱” 这样的公益组织面前的现实问

题。 特别是缺少专业的公益人才， 更

成为中心发展的瓶颈。 这时候周若妹

和 “剪爱” 结缘， 从 2013 年起成为了

这家公益组织的艺术顾问。
渐渐， “剪爱” 从周若妹的非遗

项目中得到启发并开设了 “记忆学堂”。
这个为期 12 周的脑健康课程结合十二

生肖剪纸、 手指操以及认知课程相结

合， 帮助老人逐步提高认知水平。
2016 年 “剪爱” 与徐汇区康健街

道合作， 在街道辖区内的 25 个社区开

办 “记忆学堂”。 “记忆学堂” 项目总

监周克纯正在观察剪纸给老人们带来

的变化， “目前已经完成课程的老人

逐步开始走向社会 ， 缓解词不达 义 、

判断力下降、 乱放东西甚至性情改变

等情况。” 周克纯希望 “守护记忆， 剪

出爱” 这样的课程， 能够帮助更多老

年人改善晚年生活。
而通过 “剪爱” 的平台， 周若妹

和她的剪纸艺术也逐步为人所知。 她

所带领的 “颛桥剪纸演艺队”， 经常在

各级各类活动中展示剪纸艺术。 更让

她高兴的是， 在社会组织为她提供各

种平台的同时 ， 传承人也逐 步 涌 现 。
不仅 50 岁的女儿张红成为闵行区剪纸

项目的传承人， 如今演艺队中也有不

少 人 能 够 完 整 剪 出 周 若 妹 的 看 家 本

领———十二生肖。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田山歌、 阿婆茶、 江南丝竹、 土布
染织 、 海派紫砂艺术等传统技艺习俗 ，
都是上海耳熟能详的非遗项目， 如今在
社会组织的参与下， 国内外许多舞台上
都能看到这些技艺的身影。

今年 3 月底，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出炉了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蓝皮书 》， 首次以区为单
位呈现国家级、 市级、区级三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大事记。 数据
显示， 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建
立国家级、市级、区级三级名录和传承人
体系 ，其中国家级项目 55 项 、市级项目

220 项。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
随着上海非遗保护事业快速发展， 仅靠
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 非遗保护亟须社
会组织的更多参与。

值 得 欣 喜 的 是 ， 在 传 统 戏 剧 、 曲

艺 、 传统体育 、 游 艺 与 杂 技 、 传 统 美
食、 传统医药等领域中， 社会组织逐步
参与了科学保护、 抢救性保护， 这些非
遗技艺也因此有了更多发展平台。

市 非 遗 保 护 协 会 会 长 高 春 明 说 ：
“社会组织的参与让更多人感受到非遗
的亲和力 。 非遗不是束之高阁的文化 ，
缩短传统与生活的距离， 实现活态传承
才是对它们真正的保护。”

一张红纸 ， 在 “海 派 剪

纸” 代表性传承人周若妹手中

呈现出不同的模样， 通过剪刀

的 不 停 切 割 ， 不 到 2 分 钟 ，
一只栩栩如生的兔子剪纸很快

完成。 借助上海剪爱公益发展

中心的平台， 如今越来越多人

了解了周若妹这项独特的剪纸

技艺。

上图： 动手兼动脑的剪纸活动，
受到老年人的欢迎。

左图： 通过 “剪爱” 这一公益平

台， 周若妹和她的剪纸艺术逐步为人

所知。 本版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祝越

程丽回归竹编的初衷， 也为了把竹

编手艺传承下来。 图为精美的瓷胎竹编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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