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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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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日上午，田彩玲像往常一样来
到二七区文化馆。几年前，刚退休在家的她无所
事事，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她参与到文化馆的
各种活动中，重拾唱歌跳舞的爱好，精神状态越
来越好。最近她听说馆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
一个“非遗”的什么展览，一直心生好奇。这两
年，从报纸、电视上，田彩玲对“非遗”这个词早已
不陌生，但当看到展厅里摆放好的一幅幅炭精画
作品时，还是颇感意外。“以前只看过书法展、绘
画展、摄影展，这样的展览还真是第一次见。”

在郑州，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举办的专项展
览，这的确还是第一次。促成这件事情的是二七
区文化馆馆长牛雷莉。很多年前，在大多数人还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懵懂时，牛雷莉被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大声疾呼惊醒了。

“冯老的执著令人感动，冯老的犀利令人敬佩。”
从关注冯骥才开始，慢慢地，牛雷莉也对各种各
样的“非遗”项目产生了兴趣。炭精画就是她在
一次偶然中发现的。

2007年的一天，身为郑州市政协委员的牛雷
莉为了落实群众反映的陇海路道路不平的问题，
徒步陇海路察看，突然间，路边的一个“专业画像”
小店引起了她的注意。炭精画？什么是炭精画？
长期关注“非遗”的敏感，让牛雷莉内心一动。果
然，炭精画是中国民间的一种画像技法，目前，全
国还在坚持的寥寥无几，有固定店铺的也只有两
家。专业画像的店主李建强与其父李开诚已经在
郑州经营画像店 20多年，如果不是牛雷莉，他们
根本不知道自己赖以为生的手艺有一个炙热的名
字，是国家正在努力挖掘和保护的。2008年，炭精
画艺术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
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刚刚开始。”牛雷莉十分
认同这个理念。但是，怎么样保护，确实是个难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其中手工技艺类
占多数。我们当时也试着联系企业家和商家，想
促成他们的合作，但都没有成功。许多传统手艺
一旦脱离了固有模式，便失去其本身存在的价
值。”牛雷莉说，开发这个概念是绝对不能使用在
文化遗产上的。国际上对文化遗产使用的概念是
保护和利用。“我们已经和郑州市群艺馆联系好，这
里展出结束后，接下来会在群艺馆继续展出，方便
更多的市民参观。市民喜欢了，认可了，更多的人
找他画像，自然也缓解了传承人的生存压力。”

“‘非遗’不是某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的
事，而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进来
的。所以，在宣传上，为了提高公众对‘非遗’
的认知度，我们另辟蹊径。今年夏天，我们用高
于成本的价格，收购了许多手工艺品，给予传承
人最实在的经济扶助，然后我们开通热线，把这
些手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参与活动的市民。”
二七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非遗专干介绍
说，此次活动持续了两三个月，一位获赠香包的
市民，恰巧有东南亚的亲戚来探亲，对香包爱不
释手，该市民继续打热线，想多要几个，而之前，

“非遗”对她来说，不过是个概念。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于

2006年 3月，6年来，在他们和相关部门的努
力下，“非遗”从一个概念成为市民文化生活
的一部分。

“现状依然很严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体系日趋完整，但濒危和消亡的速度并未减
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赵黎
涛介绍说，2011年2月，第三批郑州市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会召开，郑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对全市各县
（市）区申报的76个项目进行了评审，在评审
期间，一些专家认为有个申报项目单从文本
看应该是个大项目，但单从文本看不出实际
情况。经过联系，专家们冒着雨雪到实地进
行了察看，最终因该项目所依附的实物缺乏
当地有效保护，受到了破坏和严重贬损，且
资料缺失而放弃。

“相当一部分项目因缺乏经费，保护现状
令人堪忧。有些项目因传承人年事已高或体
弱多病，又后继乏人，已处于濒危状态，急需
资金扶持保护。像我市国家级项目——新密
超化吹歌，已历经数百年传承，现仍保存有
600余年管子一具，300多年笙管一个。其流
传下来的笙、管制作工艺繁杂，要求极其严
格，有别于现今流行的普通笙管，目前仅有2
人还会制作。但因其经费缺乏，传承人为了
生计，只有到煤矿干点杂活，维持基本生活需
求。省级项目‘猴加官’在全国独有，传承人
魏义民老先生已 86岁，且体弱多病，而其独
门绝技目前仅其一人在做，已处于濒危。”

而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艳目前因癌症
住院治疗。作为河南省民间艺术展演团团长
的张艳，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可谓是不遗余力，许多民间艺人都是通过她
才从无人问津的状态开始进入到公众视线。

每一项“非遗”后面都要有专家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

会主任，冯骥才认为，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
国建立了包括法律保护、政府保护、博物馆保
护、教育保护等在内的一整套保护体系。我国
正在进入“非遗后时代”。

“非遗后时代”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
忧，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确定了

“非遗”，保护才刚刚开始，而不是结束。
“我们没有专家，一旦文化遗产申报成功

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70岁仍为文化遗产
保护而战的冯骥才认为，现在是四级保护体
系，国家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加起
来我们有4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们
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后面并没有专家，这是
一个最大的问题。

潘盛俊是河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讲
师，最近其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郑州市为例》。
其认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人才培养
是重中之重。潘盛俊告诉记者，“加大宣传力
度，创造品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必经
之路。在这一方面，二七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走在了前面。今年 7月，中心聘请
了有“老郑州活字典”之称的自由撰稿人王瑞
明和郑州市楹联协会会长郭增磊共同编写

“二七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粹”。
“2008年全市进行普查时，我们共收录有

两千多条线索，其中立项的有500个。想通过
作者的深入走访，把他们详细地整理记录下
来。”冯骥才多次强调，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
是我们现在拿它发财，我们要留给后人，要给
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来的
东西是什么样子，它源头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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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殊的展览：炭精画精品展

保护现状依然令人堪忧

郑州已公布郑州已公布118118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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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

非遗后时代非遗后时代
保护才刚刚开始保护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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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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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早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之前，“中国
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就
已全面启动。这是一场浩
浩荡荡的文化工程，10 年
间，在冯骥才先生的倡导下，
从学者到大众百姓，从城市
老街到乡村田野，从国家文
化方略到政府执行举措，都
进一步融入解决民族文化传
承问题的现实行动中来。

郑州市自2006年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以来，已公布三批共118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和104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有40个项目
入选省级名录，其中5项入
选国家级名录。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3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23人。几天前，为期一个
月的河南省首届民间艺术
展刚刚闭幕，郑州市共组织
126件（组）作品参展，获一
等奖5个、二等奖4个、三等
奖12个、优秀奖10个。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挖
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
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刚刚
开始。目前，郑州市正在进
行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申报工作。记者走访了工作
在“非遗”一线的有关人员，
了解“非遗”的“台前幕后”。

记者 苏瑜/文 张翼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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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被惟妙惟肖的炭精人物画深深吸引

赵恩民的泥塑作品已经入选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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