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3年

《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方案（2003—
2005年）》印发。

●● 2004年

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成为第6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的国家。

●● 2005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意见》。

●● 2005年5月至6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28天时间内对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6次重要批示。

●● 2006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
举行，浙江的宁波万工轿、长兴百叶龙、仙居无骨花灯、乐
清龙档在最醒目位置展出。

●● 2007年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

●● 2008年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查的通知》，部署全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 2009年

浙江组织申报的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2012年

浙江省非遗数字化试点县建设工作会召开，下发《关
于加强非遗数字化试点县建设的指导意见》。

●● 2016年

浙江启动实施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
录，全面实施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传承人群培训计划。

●● 2022年

由浙江牵头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 2023年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面向公众开馆。
（资料来源：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事记

《《学习学习有理有理》》特别策划特别策划““思想思想的力量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④④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非物质文化遗
产浩瀚深厚、灿若繁星。它们或是风格各异
的戏曲唱词，或是精巧繁复的手工艺品，又或
是意象万千的绘画作品⋯⋯历史的长河蜿蜒
曲折，几番洗练，终将它们沉淀下来，彰显出
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全人类的文化宝藏。早在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在28天
的时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
6 次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视。本期我们邀请了3位
嘉宾，一起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
要性，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

中华文化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这种重视从他在地方工作
期间以及到中央工作后是一以贯之的。能否
请您谈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传承中
华文化有何重要意义？

田青：关于中华传统文化，我一直有个比
较形象的比喻：“三根柱子两层楼”。“三根柱
子”指的是“儒释道”。“两层楼”里“楼上”是一
些高雅文化，它们大多以文字作为载体，比如

《论语》《孟子》《老子》以及唐诗宋词等等，它
们是展示中华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楼下”
的基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中国传统社
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在
有些方面比高雅文化影响更深远、更长久、更
广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识字且有机会读书
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但这并不代表普通老百
姓接触不到文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
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农家子弟，他或许不识字，
但他会听书、看戏、唱曲，在这些过程中潜移
默化地受到文化的滋养。因此，他们既懂得
春耕夏作、秋收冬藏，也懂得忠孝仁义礼智
信，懂得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保家卫
国，这些优秀品格很多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学到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最大的差
别，就在于它的传承不依赖文字等物质性载
体，而是口口相传。中华大地上蕴含着无数
博大精深、灿若星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
凝结融合炎黄血脉，在口口相传、代代传承中
构筑起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可以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DNA，是中华
文化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

但是，近一两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曾一
度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不必讳言的是，在
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的确遭受到西方
文化的冲击，也曾在审视和批判中华传统文
化的过程中，把澡盆里的“孩子”连同水一起
泼了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优秀传统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
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注意到，总书记在
各地考察调研时，经常会关心当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比如杭州的炒制龙井茶、青海
的加牙藏毯等等。

当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非遗情结放
到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也就不难理解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精神、人
类情感，它是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一环。

郭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泱泱中华，
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
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
传，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显示
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文化标识。

浙江拥有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智慧勤劳的浙江人因地制宜，在长期实践积
累中形成了精湛的手工技艺，比如制瓷、蚕桑
丝织等。同时浙江还是南戏的发源地，保留
着昆曲、越剧、婺剧等多种戏曲。历史上曾出
现的几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也让南北文化在
浙江交融，海洋渔俗文化、畲族文化等不同风
貌的文化形态得以保存和有效传承。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情感表达等等。

在制瓷、炒茶、戏曲中，我们不但能体
会到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更能穿
过历史的尘埃，品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源远流长。比如，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
井）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春茶在非遗传
承人双手的“抖、搭、拓、甩、抓、捺、推、扣、
磨、压”等十大手法下，蜕变成独一无二的
西湖龙井。用两个巴掌做出来的东西，科
技是无法取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
的情感、温度，看似无形，却生动地诠释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记者：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非遗保护已走
过 20 多个年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视下，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
成就？

田青：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早在
新世纪之初就已经启动。2001 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的昆曲名列第一位。

当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物质
生活更为丰富时，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
日益转化为一种自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
是中华文化延续的例证，也是华夏儿女滋养
心灵、倍加珍惜的精神家园。

2006年年初，我们筹备了首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浙江温州的乐清龙档和宁波的万工轿，这两
件展品从做工的复杂度、精美度来说，都是独
一无二的，因此也被放在了这次展览的主
展区。

展览的效果令我们十分“意外”。当时展
出期间，平均每天的观众一万人以上，周末每
天甚至两三万人，这背后是老百姓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

如今，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位居世
界第一。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也
与各省市、地区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密切
相关。

浙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是走在
全国前列的，我想有几重原因：一是浙江
存在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近
200 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火种，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与 发 展 发 光 发 热 。
二是涌现了一批像王淼这样的非遗工作
者，他们把非遗保护当成使命、当成生命，
燃烧自我，照亮非遗保护前行的路，这是
非常令人敬佩的。

郭艺：从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
况来看，浙江是先行者。步入新世纪以后，浙
江提出要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浙江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作，2002年
至 2005 年，每年安排 500 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加强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保
护工作。摸清了家底，就为全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 年 5 月至 6 月的 28 天时间内，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作出6次重要批示，这令我们深受鼓舞。

我还记得，2005 年 5 月 16 日，习近平
同志在《关于浙江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汇报材料》上批示，要求“扎实有
效 地 做 好 我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当年 7 月，我们就举办了浙江省民族
民间艺术资源普查保护成果展暨首届浙江
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博览会。我们征集了
全省 11 个地市中最高水准的作品，还邀请
30 位工艺家现场展示非遗，取得了很好的
反响。

从抢救保护到合理利用，从单项保护
到整体保护，从试点保护到系统性保护，浙
江在非遗保护上取得了许多成绩：一些濒
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2009 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登记在册的从业人员从不到千人
迅速发展壮大，至 2019 年登记在册的从业
人员已经有几万人之多，这还不包括一些
民间从业者；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展
示文化自信的生动符号——在温州乐清，
起源于 500 多年前的乐清龙档仍然在民间

“起舞”，凝练而传神地寄托着老百姓朴素、
美好的愿望。

截至目前，浙江拥有11项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在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浙江报批项
目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韦隽：西湖龙井茶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
一，已有千余年历史，它以“色绿、香郁、味醇、
形美”四绝而闻名天下，是杭州的金名片。通
过长期的生产实践，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
井）成为一套具有鲜明技术特色的工艺流程，
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西湖龙井茶炒制
技艺的传承与发展。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杭州西溪湿地时，途经炒制龙井茶
和出售本地特色文创产品摊位时，上前观摩并
鼓励他们把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好。

这些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激励。这些
年来，我们一直从百姓的需要出发，致力于

“西湖龙井茶制作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比如，强化非遗项目归档保存工作。出

版《西湖问茶》刊物，常态化开展传承人抢救
性记录工作。同时拍摄《解码西湖龙井》宣传
片，全景式展示西湖龙井“赏、学、玩、吃”的美
学画卷，让人们更加了解西湖龙井蕴含的文
化内涵。

又如，注重非遗传承队伍建设。逐级完
善四级传承保护体系，在现有两名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基础上，全力推荐西湖龙井采摘和
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樊生华申报第六批
国家级传承人，并对百名 80 后、90 后、00 后
的炒茶技能人才进行培训。

再如，推进非遗传习工作。我们将非遗
技艺传承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促进“非遗进校
园”“非遗进社区”制度建设。通过在西湖职
高等中等职业学校开设茶艺与茶营销专业课
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

在守正创新中赓续文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新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有哪
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

田青：非遗保护让最广大的民众感受
文化、接触文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非
遗保护上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未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依然要秉持一个
根本原则：为人民服务，同时做好守正创
新。当然，在守正创新中，保护始终是第一
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个很大的特
点，就是既强调动态的保护，又强调保护传
承人。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要将保护与创
新两者区分开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创新是必要的，但是这要建立在保护好的
基础上。非遗保护可以为创新提供灵感，甚
至提供方向和材料，但不能把保护与创新混
为一谈。

特别是现在出现了一些非遗保护的乱
象，比如把非遗项目严重地商业化，把文创产
品当作非遗，这是不合适的。非遗项目可以
衍生出一些文创产品，但这并不是在非遗保
护基础上创新出来的，并不是非遗本体，这点
是不能模糊的。

郭艺：我们在扎实推进系统性保护时，首
先要做到的是全方位的保护。它并不是单向
的，而是要保护好整个文化生态。

比如永康（方岩）庙会，它就是一个很
大的文化生态。如果我们按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来看，庙会中的“十八蝴蝶”属于
传统舞蹈，“迎罗汉”属于传统体育，庙会本
身又属于民俗。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们就要以系统思维去做好保护，保护
生态的完整性。

其次要建设好人才队伍。任何文化事
业，没有人才梯队的建设，都是难以可持续发
展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更是如
此。这既涉及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也涉及非
遗工作者的培养。目前，对于如何衡量非遗

工作者的专业性，还是缺少一个特定的标准，
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建立起关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学术体系，通过专业力量的支
撑来实现高质量的保护传承。

再有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我们可以在
做好保护的基础上，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
把非遗项目与乡村振兴、文旅等结合起来，
通 过 文 化 资 源 的 共 享 ，赋 能 社 会 经 济 的
发展。

韦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化
传 承 发 展 是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的 重 要 内
容。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井）拥有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双重身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宝藏。为
了让“西湖龙井茶制作技艺”得到更好的
保护、传承和创新开发，我们将进行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认一套生产性保护标准。做好
“西湖龙井茶制作技艺”茶叶生态环境、栽培
技术、茶叶溯源、炒制等各环节的控制、监督、
认定工作，确保茶的品质。

二是构建一套项目核心技艺。一方面
要做好档案收集整理工作，通过西湖区龙井
茶产业协会整理收集历史照片、老工具扩充
西湖龙井茶博物馆展陈；另一方面，做好项
目数字化存档保存工作，用文字、录音、录
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西湖龙井茶制
作的环境、传承人、技艺等进行真实、全面、
系统的记录。

三是打造一批项目专家智库。加强茶
产业研究机构、智库建设，培养培训茶产
业人才，支持“领军人才+团队+项目”运作
模 式 ，深 化 茶 产 业 技 术 人 员 评 选 奖 励 机
制 ，积 极 开 拓 茶 产 业 人 才 培 养 与 合 作
交流。

四是制订一套文化生态整体保护体
系。做好项目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传统技
艺 的 保 护 传 承 ，开 展 西 湖 龙 井 商 标 的 维
权 ，进 一 步 规 范 和 净 化
市 场 。 同 时 通 过 评 定

“ 非 遗 传 承 教 学 基 地 ”，
进一步鼓励职业技术学
校搭建传承平台。

代代传承 让非遗绽放时代华彩
本报记者 肖国强 章 忻 丁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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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之江会客厅之江会客厅

本报记者 肖国强

清丽婉转的昆曲，沁人心脾的茶香，温润
如玉的青瓷，巧夺天工的龙档⋯⋯

在浙江，一个个深藏于阡陌街巷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记录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承载着我
们的共同记忆，见证着绵延不息的文明传承。

如何保护和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
些古老技艺、民俗文化代代传承下去、焕发新
的光彩？20多年来，浙江一直努力着，留下了
许多生动的故事。

这是一块石头的故事。这块立于龙泉青
瓷博物馆门前的景观石，正面刻写着“关怀石”
三个大字。龙泉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李邦强一直记得，在石头背后的文字里，记录
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2005年在龙
泉考察时，关心支持博物馆建设的故事。

这是一片茶叶的故事。“西湖龙井采摘和
制作技艺”传承人樊生华至今难忘这一天——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考察时，途经炒制龙井茶和出售本
地特色文创产品摊位，现场观摩手工炒制龙井
茶的技艺，鼓励他们把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好。

一个个故事的背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以贯之的关心和重
视。2005年5月至6月的28天时间里，习近平
同志对全省非遗保护工作作出6次重要批示，
在全国传为佳话。用时任省文化厅厅长杨建
新的话来说，一个省委书记，在短短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内，对这么一项工作持续地给予批
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习近平同志对非遗保护不仅给出批示，而
且是全方位地给予关注和支持。越剧、龙泉青
瓷传统烧制技艺、绍兴大禹陵祭典、婺剧⋯⋯
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关怀下，这一个个散落
在之江大地上的非遗“明珠”，绽放出更迷人
的光彩。

也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和激励下，浙
江非遗保护工作一年一个台阶，创造了多个“全
国第一”，为全国非遗保护提供了新鲜经验和示
范样板，“非遗保护看浙江”已经成为共识。截
至目前，浙江已有11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241个项目列
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总数居全国第一。

非遗薪传，赓续文脉。口口相传、代代传
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
的见证。今天，非遗保护的接力棒传到了我
们手中，守护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
各类文化遗产，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
们才能走向更远更充满希望的未来。

呵护散落的“明珠”呵护散落的“明珠”

嘉宾：嘉宾：

扫一扫 看视频

■ 2003年7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八八战略”中提

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
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全省
开始启动非遗普查与抢救。

■ 2005年5月4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国务院办公厅下达

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05］18 号）上批示，“我省也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同一天，他又在省政协文史委《关于浙江
民间手工艺保护、开发和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上作出批
示：“浙江的民间工艺是祖国艺术宝库的奇葩，应注意保
护与传承，在文化大省建设中要加强这方面工作。”

■ 2005年5月11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一封民俗研究学者

反映浦江县登高古村落文化遗产急需抢救和保护的来信
上，作了相关批示。同天，他还批示了另一封非遗保护工
作者的来信。

■ 2005年5月16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浙江省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汇报材料》上作出批示：“我省
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启动三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下一步要按照‘国办发

［2005］18 号’文件的要求，认真总结，加强宣传，认真实
施，扎实有效地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 2005年6月2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永嘉县委县政府关

于抢救振兴永嘉昆剧团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永昆的保护
应列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之中。”

■ 2006年3月
绍兴大禹陵祭典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给当时的文化部部
长写信，推荐绍兴大禹陵祭典。他在信中写道：“大禹精
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
希望文化部“能够将大禹陵祭典活动补报为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使作为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大
禹陵祭典活动和大禹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

■ 2020年3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杭州西溪湿地时，途经炒制龙井

茶和出售本地特色文创产品摊位，他上前观摩，鼓励他们
把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

■ 2022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
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

（以上内容均见公开报道、公开出版物等）

习近平同志
与非遗保护

田青：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郭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馆长

韦隽：杭州市西湖区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