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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中提出：“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

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等，明确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基础性作用。非遗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人类智

慧和精神血脉，是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对于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只有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

开拓前进，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一、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基本概

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

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

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

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

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

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非遗属于文化范畴，是一

种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传递，依托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

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

延续，活态流变是它传承的基本规律。非遗最大的特点是

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

习惯的“活”的显现。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基本、

最深层、最持久的文化精神。它也是“活”的文化及其传

统中最脆弱的部分，易于萎缩甚至流失。但这也决定了它

的价值：不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它都有无可取代的唯

一性、民族性、地域性。 

国外非遗保护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如日本，

以立法作为保护非遗的基础，将其确立为国家法律保护的

对象；韩国，得益于商业运作和旅游业的参与，对非遗的

保护从少数专家的呼吁和关注已经演变成全体民众共同参

与的保护形态。意大利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

口号，被称之为“反发展”的整体性保护理念。这些理念

对我国目前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需

要不断汲取别国的有益经验，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促进

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经由早期的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描述转为非物质遗产的保护、

利用、立法和旅游开发。非遗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

但我们在实践中接触到的是个别的、具体的非遗现象，存在

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而非遗有明确的不同类别，其之

间的差异性也很大。所以在保护与传承的措施上也要分类进

行，根据不同类别的特点进行不同的保护措施。

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助力新时代地区发展
       ——以鞍山市为例

文/吴峰   白羽

摘要：非遗承载了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不仅凝聚本地区文化精神，更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力补

充，是繁荣区域经济社会的助推器。在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和释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依据不同类别，

拓宽多种保护传承方式。抓住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力；深度挖掘非物质

文化遗产，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发挥非遗的精神价值，丰富市民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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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问

题

（一）非遗体系的建成奠定和提供了非遗保护的基

础和依据

鞍山目前建立了包括项目名录、传承人、基地建

设、传承保护组织机构专家委员会及制度等一系列的工

作体系，为非遗保护和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向

“提高保护传承水平”的纵深阶段发展的阶段，逐渐走

向科学化、规范化。 

（1）建立了非遗保护工作组织机构，建立了“国

家+省+市+县”四级项目名录保护体系及传承人名录体

系。确立了1849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建立了鞍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

丰富，几乎涵盖了世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

约》的所有分类，截至目前已有8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其中，岫岩满族民间剪纸、岫岩皮影已成功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从分布上来看，鞍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

中在海城、台安、岫岩这些历史上古老的鞍山人民聚集

居住的区域，承载了古老的鞍山人独特的自然环境、文

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习惯、

习俗等。

（2）注重非遗保护的规范化、科学化。将田野实

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鞍山市非遗中心每年都组织专

家、业务人员组成调研小组深入田野，开展实地调研，

将调研资料编辑整理，出版了《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览》《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规章制度》等

非遗保护成果。

（3）分类施策，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措施。鞍山市根

据每类名录项目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措施，将文化

惠民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创新非遗传播、传承的方式。通

过非遗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在全市进行深入持久的“文化

输出”，让将近12万余名钢城百姓切实享受到了非遗带来

的文化实惠，丰富了基层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还非遗于

民间，激发民众传承非遗的动力；通过策划高校剪纸巡

展、非遗大讲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增进大

众、特别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认识，将“送文化”转变为

“种文化”；根据项目特点利用非遗日和各种节庆活动展

开非遗展示展演和主题活动，为非遗食品类传统手工艺技

艺类开展“逛大展·看大戏·过大年”活动。紧紧围绕牛

庄馅饼、小码头干豆腐、牛庄大曲、马家肉饼、朝鲜族拌

菜、信利熏腊制品、鞍山老窖、台安火勺、台安家酱、清

真尹氏元宵等17个非遗食品类项目满足群众的年货需求，

年味十足之余，又让非遗得到很好的展示展演，得以更好

传播、为各类表演类技艺类等提供专场展演，每年围绕

“遗产日”开展非遗月特色活动。如“传承民族文化 筑梦

精神家园”等非遗专场展演，同时，进行了非遗与旅游深

度融合的尝试，2017年在鞍山千山脚下隆重开展“弘扬文

化遗产全面振兴钢都”辽宁省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题宣传展示展演。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困惑

随着党和政府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各

项非遗保护措施的有效落实，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

值和特色得到了充分释放，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

如，保护机制亟待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需要一套完整的机制。但目前在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一

些问题，如缺乏中长期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规划，临时性较强，缺乏战略规划；缺乏传承保

护机制，传承主体也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致使某些非

遗传承断代，濒临灭绝。再比如，现有非遗项目的品牌

意识不强，非遗文化资源、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习近

平总书记在谈及闽东文化建设时说：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认为，闽东人也不一定熟悉闽东，

不一定知道家乡的可爱之处，如果只知道羡慕人家，就

会失去自信。这个时候，就要破除“当局者迷”的心

态，不能只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而要从更大的视野中

发现闽东的闪光点，把握住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是一

种科学的认识论。鞍山非遗发展也存在这一情况。我们

应用这种科学的认识论来认识鞍山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在更大的视野中来认识和挖掘鞍山非遗的独特性，找到

闪光点和优势，把这种独特的价值释放出来为鞍山振兴

提供文化资源。

三、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对策

（一）抓住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非

遗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力

十九大后出台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很多

规划和政策支持。如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历史文化名村、

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彰显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

系，……尊重原住居民生活形态和传统习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机遇，是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非遗发展的重大机

遇。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

体。非遗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其价值在乡村社会中

显现的尤为突出。从鞍山非遗的分布及传承人所在地区的

特点来看，大部分集中在乡村，所以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

源，挖掘出历史、文脉、个性和特色，个性、特色就是

乡村发展的最大资源、优势、潜能。要充分利用好这个优

势，用非遗激活乡村旅游文化市场，旅游是保护、传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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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把非

遗融入乡村旅游文化市场,用非遗构建乡村文化符号,最根

本的就是在尊重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大力恢复非遗记

忆,为乡村振兴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二）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城市文化品

牌建设

增强品牌意识，扩大影响，做优做强现有影响力

大的非遗品牌，努力打造一批代表鞍山形象、具有鞍山

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鞍山文化品牌。实施分类保护，

为每类非遗项目制定个性化的保护传承方式。设置体验

区，应用现代科技、简易体验半成品等，让参观者深入

地了解和体验非遗技艺和非遗故事。以文化赋能品牌升

级之路，突出亮点和优势，使非遗成为鞍山的名片。

（三）发挥非遗的精神价值，丰富市民的精神家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

和文化基因。而对现代城市而言，保护好非物质文化

遗产，就是守护好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和市民的精神家

园。文化自信向上的集中体现就是国家认同，地区认

同。能够增强国家、地区的凝聚力、竞争力和向心力。

在新时代辽宁振兴的背景下，激发群众对本地区的文化

认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有着重大意义。精神的力量虽然

是无形的，但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如习近平总书

记说的那样“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

前提”，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关乎形象气度，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更是关系事业成败，一个城市市民

的精气神关乎这座城市的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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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是练好口语的基本功，也是有效区分美式英语和英式

英语区别的主要技能。学习者要勤加练习，方可保证语

调自然，提高口语质量。

三、结语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英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许多国家的人开始学习英语，我国也不例外。美式英语

和英式英语存在的区别较大，本文主要是从发音角度进

行深入浅出的探讨，旨在说明二者的不同之处，便于学

习者进行有效区分。正确掌握二者的发音规律，勤加练

习，方可习得标准的发音，提高自身英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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