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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非遗”
感受传统工艺 助力“活态”传承

文/图 本刊记者 王晓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际培训中心代表团赴丰宁满族自治县考察

作
为亚太中心管理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的一部分，3月26日至28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

国际培训中心（下文简称：亚太中心）中外

嘉宾代表一行20余人前往河北丰宁满族自

治县开展非遗考察活动。

考察团成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

代表处文化事务负责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代表、亚太中心管委希玛瑶珠莉·古

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

师、亚太中心咨委爱川纪子，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师、亚太中心咨委

苏珊·奥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培训师、斐济国家博物馆馆长、亚太中

心咨委塞皮里阿诺·拉努库，韩国文化财厅

文化财活用局世界遗产课专门官、亚太中心

管委会观察员沁沼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

华代表处文化项目助理、亚太中心管委会观

察员关靖柠，亚太中心管委会委员、亚太中

心主任梁斌，原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

亚太中心咨委会委员苏旭等，河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副厅长赵学锋，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苏铁成及丰宁县有关领导陪同考察交流。

近年来，丰宁满族自治县以满族传统文

化为核心进行了整体保护，通过传统工艺振

兴、“非遗+扶贫”、非遗进校园、满族

习俗事项复兴及依存环境涵养、满族语言教

学等多种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

效保护和利用，很好地融入当地人们的生活

之中，形成了“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

鲜明、民众受益”的鲜活生动的文化生态。

“活态”传承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好的保护

丰宁滕氏布糊画被誉为“中华百艳，华

夏一绝”，一经面世，即引起轰动。公认其

为中国一支光彩夺目的新花。2014年7月

滕氏布糊画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考察期间，代表团一行首先参观了丰宁

龙腾艺术馆国家级非遗项目布糊画精品展

示。精美、别致的一幅幅布糊作品，引得考

察团的连连赞叹。当他们走进非遗扶贫布糊

画就业作坊，看到布糊手艺人正在熟练又有

条不紊地进行现场作业时，所有成员对这项

技艺的传承、发展、创新，尤其是带动贫困

人口就业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滕氏布糊画的创作，取众家工艺之特

长，以已失传的满族“补花”工艺为母体，

采绘画、堆绣、唐卡、绢人、浮雕、剪纸、

景泰蓝、布贴画多种工艺精华之大成，继

承发扬了中国画传统艺术风格。集绘画、

雕塑、刺绣、裱糊、剪纸等工艺，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

滕氏布糊画传承人郝香介绍说，清代之

前的布糊画呈现出的是平面布贴画效果，因

为选用的大多是棉布，所以色彩并不鲜艳。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滕腾老先生把丝

绸融合其中，赋予了画面更加明快艳丽的效

果。加之 金线的工艺，使画面更加立体，

视觉冲击力更强。近年来，随着制作工艺的

改进，布糊画的题材也变得广泛多样。包含

了花鸟、人物、飞禽走兽、山水字画、戏曲

故事等丰富的内容。洋溢着浓郁的满族民间

艺术气息。

经过二十多年的传承发展，当地从事布

糊画创作的手工艺人已达300多人。布糊画

现已成为了当地重要的非遗扶贫项目。

非遗离不开人，离开了人群，非遗项目

就不会存在。因此，对于非遗项目来说，它

的拥有者及传承人才更有发言权。根据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真正的非遗保护

应该是活态保护，旨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

不同文化群体的传统、个性及认同感。

亚太中心主任梁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非遗保护角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精神来讲，并不建议从外界人为的

去干预非遗元素的本体和现状。非遗项目的

发展与变化主要取决于非遗项目传承人或是
丰宁满族自治县以“振兴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为目标，将所有传统工
艺类项目参与到“非遗+扶贫”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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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它的人群及社区。“从《公约》角度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拥有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人群，对生活的理解，对

时代变化的感受，都会体现在非遗元素中。

我们刚刚看到的布糊画发展过程是非常符合

《公约》精神的。布糊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十

年的发展，但却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其

传人通过自己的理解及感受，将这门技艺加

入新的时代元素，能够让更多的传统工艺爱好

者以及年轻人来欣赏它，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非遗+扶贫” “见人见物见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工艺具有带

动贫困地区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的独特

优势,是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2018年，

文化和旅游部连续出台文件,大力推进文化

扶贫,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并选取确定

了10个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

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丰宁满族自治

县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河北积极贯彻落实《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

的工作理念，增强非遗传承实践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在保护机制、方法、措施、传播及

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非遗助

力精准扶贫、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升文化

研学体验旅游等，将非遗融入人们日常生活

当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实现了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考察期间，考察团成员前往五道营村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就满族剪纸的传承及带动

贫困人口就业情况实地考察。

丰宁文化底蕴深厚，丰宁满族剪纸2006

年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并在2009年和全国各地的剪纸一起以“中国

剪纸”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同

时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何让贫困人口持久

稳定脱贫？丰宁想到了自己的非遗宝库。在

毫村沟门村已有经验基础上，丰宁在毫村沟

门村、土城镇张百万村、五道营乡五道营村

等村建立了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邀请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冬阁等为贫困户授课，

传授剪纸、布糊画、木作技艺、铁艺灯笼等

非遗技艺。

随访中，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

长张雪芳告诉记者，丰宁是文化和旅游部、

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第一批10个“非遗

+扶贫”重点支持地区之一。为此，丰宁县

以“振兴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为目标，

将所有传统工艺类项目参与到“非遗+扶贫”

工作中来。初步形成县、乡、村三级“非遗

+扶贫”工作体系。

2018年以来，全县共建立了八个此类“非

遗工坊”，吸收工匠和学徒240人，邀请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冬阁等每周对每个

工坊进行培训，全年累计举办培训100余次。

其中贫困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96人，贫困户

参与率超过40%，起到了既“扶志”又“扶智”

的良好效果。

张雪芳表示，今年4月底，将在丰宁召开

全省“非遗+扶贫”现场会。届时会邀请国

务院扶贫办领导、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领导，

以及相关合作单位恭王府的领导。恭王府会在

丰宁建立国家级传统工艺工作站，给丰宁满族

自治县助力扶贫工坊的产品设立销售平台，为

当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2019年，丰宁

满族自治县会把“非遗+扶贫”推向一个新

的起点，由国家试点带动全省工作。

全力推动非遗和满族文化进校园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活态灵魂”，

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民族文化的

生命密码，它承载着独特而丰富的想象力、

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丰宁满族自治县始终

注重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多年来，他们

以校本课程为依托在全县各学校开展系列活

动，积极引导非遗文化进校园，为学生打牢“精

神支柱”。

在丰宁第二小学，非遗早已被引入课堂

教学。学校通过技艺传承、学演学唱、编印

教材、研学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

非遗活动。10年来，培养了600余名掌握剪

纸技巧的学生，其中包括一批优秀的剪纸小

能手，使丰宁满族剪纸这项传统技艺在丰宁

二小得到有序传承。学校还编印了《走进满

族文化》校本课程；自创漆画社团，成立了

满族舞蹈、满语歌曲社团，并成功开展了省

级非遗项目“黄旗武会”进校园活动。

学生们为考察团展示了上述丰宁县的国

家、省、市级表演类非遗项目，孩子们的精

彩表现，尤其是由488名学生表演的以八旗

将士出征为主题，再现将士们从整装出发到

英勇作战，最后凯旋而归为过程的大型校园

团体操《八旗雄风》，更是让考察团成员赞

不绝口，掌声阵阵。

同时，具有满族风格的国家级、省级项

目八间房村吵子会、偏道子满族花秧歌、黄

旗武会、竹板落子的精彩表演也受到考察团

中外嘉宾的交口称赞。

通过考察，中外嘉宾对丰宁非遗项目的

弘扬发展、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非遗进校园、

非遗助力扶贫等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中国实践、丰宁非遗实践成为国际案

例也得到相关负责人的高度认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事务负责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希玛瑶珠莉·古榕

表示，通过丰宁县的非遗保护，可以看到中

国在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方面

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通过非遗进校园

在青少年一代中传承传统文化、通过非遗扶

贫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等对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着积极意义。

亚太中心主任梁斌表示，丰宁满族自

治县非遗进校园、“非遗+扶贫”等工作

案例，将在今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

太平洋地区培训班上进行推广，亚太中心

也将持续关注丰宁满族自治县和河北省的

非遗保护工作。

此次活动是展示交流丰宁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实践的一次难得契机，也是展示传

播河北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必将

成为情感交流、凝聚友谊的桥梁，成为包容

互鉴、民心相通的渠道，对于促进河北与国

际非遗保护理念和实践的接轨及今后的非

遗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布糊画作品《和平昌盛图》被选入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师、亚太中
心咨委苏珊·奥格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培训师、斐济国家博物馆馆长、亚太中心咨委
塞皮里阿诺·拉努库体验布糊画制作过程

考察团成员体验剪纸技艺

韩国文化财厅文化财活用局世界遗产课专门官、
亚太中心管委会观察员沁沼怡体验满族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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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将士们从整装出发到英勇作战最后凯旋而归的过程

丰宁满族自治县以校本课程为依托，在全县各学校开展
系列活动，积极引导非遗文化进校园

布糊画作品——景泰蓝花瓶

学生们创作的漆画作品

丰宁第二小学通过技艺传承、学演学唱、编印教材、
研学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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