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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非遗传承现状与保护对策

施一南

［摘 要］ 湖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呈现原生性、多样性、独特性、地域性、精神性等特点。
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在普查、申报、传承、保护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也应当看到非遗传承后继乏人，非遗保护任重道远。我们认为，活态传承是最好的保护，只有保护好传

承人，才能使非遗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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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资源十分

丰富，呈现原生性、多样性、独特性、地域性、精神性等

特点。其中“双林绫绢织造工艺” “扫蚕花地”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化龙

灯”等 10 项非遗被列入国家级名录，湖州琴书、湖州羽毛

扇制作技艺等 43 项被列入省级名录，全市共计 219 项非遗

被列入市级名录。但也应当看到非遗工作在传承保护和发

展利用上仍存在一些短板，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类别数量不均，国家级非遗偏少。据安吉县非遗普

查情况，现有非遗项目涵盖了 10 个门类 100 多个种类，其

中民间文学占调查总数的 60. 8%，传统戏剧占 1% 左右。
民俗传统舞蹈、传统音乐占有较大的份额。在所有非遗项

目中，国家级非遗偏少，我省共计 232 个项目 ( 全国排第

一) ，湖州仅有 10 个，只占 4. 3%，排在全省后三位。
2. 重“展演、表演”，宣传面较窄。近年来我市在非

遗传承保护上注重动态项目的“展演、表演”，而对静态项

目和民间技艺不够重视。“展演、表演”只是非遗展示的一

种形式，非遗项目的多样性远非“展演、表演”可以涵盖。
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不全是演员，许多民间习俗、民间礼

仪、民间技艺、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不能光靠表面的展演、
表演，要根植民间，深入挖掘，追本溯源，传承保护其文

化内涵。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非遗项目鲜为人知，这对非

遗传承保护是不利的。
3. 传承人老龄化，传承后继乏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

要是依附个人或群体存在的、身口相传的一种非物质形态

化的遗产。它不能脱离传承人的活态传承而独立存在，即

所谓“艺在人身，艺随人走”“人在艺在，人亡艺绝”。目

前，老一辈传承人年岁渐高，湖州三位国家级传承人都已

年近古稀，长兴百叶龙传承人谈小明 67 岁，湖笔传承人邱

昌明 68 岁，双林绫绢传承人周康明 69 岁，六位湖剧传承

人年龄最大的 84 岁，最小的 71 岁。一部分非遗项目由于

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改变等原因，导致下一

代不愿学，出现 “招不来，留不住，传不下去”的现象。
非遗传承人大多经济困难，非遗项目后继乏人，濒临失传，

不少独门技艺已人亡艺绝。
4. 不当改编，原生态元素在传承中丢失。随着时代的

变迁，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非遗项目的原生态元素

在传承中渐渐变异，丢失了传统文化特色。如板凳龙，祀

蚕神、接蚕花、谢蚕花、扫蚕花地，湖笔工匠的祭祖迎神

庙会等，以前是一种祭祀活动，是人们对天地、对神灵的

一种崇拜和敬畏，现在演变成一种表演形式，一种娱乐活

动，缺少了原有的地域文化元素。
5. 过度的商业开发，变成破坏性开发。目前非物质文

化遗产商业化倾向愈演愈烈，有些地方为了旅游的需要，

出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随意改编、歪曲、丑化、滥用原

生性非遗项目，对原生态非遗项目进行虚假包装、粗制滥

造、肆意歪曲，结果开发一个毁一个。有些旅游景点一年

四季日复一日地为顾客表演婚礼仪式送荷包喝交杯酒，把

正剧性质的东西都变成喜剧、闹剧。久而久之，非物质文

化遗产就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失去了其作为地方民俗的

本意。
为了更好地提升非遗传承保护力度和开发利用水平，

现提出如下对策:

一、现状调查

湖州市文化底蕴深厚，2003 年 8 月到 2006 年底，我市

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阶段的普查工作，2007 年 8 月

起到 2008 年底，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阶段普查工

作。共有非遗线索 10 万余条，构建了完备的 国 家 和 省、
市、县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建立了一定数量的传承示范基

地，初步建立起了非遗保护的组织架构。虽开展了两个阶

段的普查，但不可能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来。
应进一步深入调查，把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挖掘出

来。重点抓好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申报工作，

力争在数量上实现较快的增长和较大的突破，努力提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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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在全省的地位与水平。同时要针对门

类比例不协调的问题，瞄准薄弱环节，深挖细挖，不断优

化非遗项目构成，丰富项目资源，着力提升湖州城市影响

力。挖掘一些湖州特色的非遗，如陆羽茶文化、安吉竹文

化等方面做文章，努力打造一批极具湖州特色的 “非遗”
品牌。

二、社会合力推进

非遗保护工作政府责无旁贷，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

各方面形成合力，积极推进非遗工作全面发展。
( 一) 政府主导。出台政策法规，设立专项资金认真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文件精神，尽快出台《湖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意

见》。切实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纳入全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各

级政府应把非遗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按财政年度收入

比例逐年调整，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申报和

管理工作。
( 二) 媒体宣传。建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网站，

借助网络、微信、微博、广播、电视等现代化信息传播载

体，大力宣传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传承保护现状及

成果。使广大民众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从而能自觉保护

非遗。
( 三) 民间参与。非盈利的民间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保

护。如成立民间非遗研究会，由民间艺人、匠人和非遗传

承人、研究者组成团队，把懂行的人凝聚在一起，为政府

的决策提供支持，共同促进非遗的传承保护。
( 四) 企 业 支 持。企 业 参 与 非 遗 保 护 是 一 把 “双 刃

剑”，应把控好度，以防对非遗内涵的扭曲和破坏。我们应

紧紧抓住非遗文化特色，将有影响力，有市场前景的非遗

项目培育成非遗产业，与特色小镇有机融合，增强非遗发

展后劲，如丝绸小镇建设，应发挥区域文化优势，区位优

势和产业优势，依托湖州丝绸文化根脉，建设融丝绸产业、
历史遗存、生态旅游为一体的产城融合的“复合型小镇”。

三、传承发展与合理利用

( 一) 建设非遗展示馆。我市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如民间文学“防风传说”，传统音乐“竹乐”，传

统舞蹈“化龙灯”“竹叶龙”“百叶龙”“旱船”，传统戏剧

“湖剧”“孝丰大河项家皮影戏”，曲艺“三跳” “琴书”
“大鼓书”等，还有“湖笔”“绫绢” “辑里湖丝” “紫笋

茶”“白茶”“茶食三珍”“羽毛扇”“长兴紫砂”等。由

于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已发生很大变化，那些已经被历史

淘汰的文化或已经无法活态存续的遗产，如“打蛮船”是

民间艺人以说唱为手段以获得主人赏赐糕点茶米等生活用

品的一种谋生手段。又如，传统手工造纸技艺面临失传。
把这些传承困难但又体现一定历史风貌的民风民俗、民间

技艺，用文字、录音、摄像和动漫的方式记录存档和动态

展示，使后人了解其在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 二) 回到民间“活态”保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

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如何让非遗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回归非遗的本真状态，以“活态” “原样”的形式加以传

承和保护，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三) 传统手工技艺走向市场。传统手工技艺工艺复

杂、制作考究、实用性强，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

种类，这些遗产可根据文化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非遗生产

性保护的指导意见》加以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如安吉白

茶制作技艺、湖笔制作技艺、老恒和酿造技艺、诸老大粽

子制作技艺、周生记馄饨制作技艺、丁莲芳千张包子制作

技艺、双林绫绢织造技艺等可抓住我市大力发展生态休闲

度假旅游的契机，在乡村旅游中充分进行动态展示，既可

以增强旅游产品的文化底蕴，又能提高景点的知名度，还

能吸引外地游客，使非遗项目走向旅游市场，走向国际市

场，提高经济效益。

四、重视培养传承人

( 一) 打造非遗传承基地，为传承人提供必要的传习场

所，资助传承人在乡村社区文化礼堂授徒传艺或进行家庭

作坊式培训活动。
( 二) 重视社会化传承，传承人应与学校建立合作教学

关系，把一些特殊教学方式引入课堂，绝大多数非遗项目

都必须通过口耳相传，实际操作才能真正看懂、听懂、学

懂。只有通过必要的实践教学方式，才能形成“个体—群

体—个体”的传承模式。培养非遗传承人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从娃娃抓起，挑选真正有天赋适合传承的学生进行重点

培养。学校也应积极配合非遗传承，不能怕影响日常教学

而推托婉拒，因为《非遗法》明确规定非遗教育是学校的

法定责任。
( 三) 制定传承人激励保障政策。制定对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表彰激励政策。对技艺精

湛的民间艺人授予 “民间艺术家” “民间艺术大师”和

“非遗传承人”等称号，在财政预算专项资金中增设 “湖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基金”。以资助传承人开展

授徒传艺，教学交流，创业创新，工艺改造，以及对传承

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表彰奖励。非遗传承

保护的核心是人，活态传承是最好的保护，只有保护好传

承人，才能使非遗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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