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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域下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状况
调研与对策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有着浓浓的属地风格，真实地反映了属地的历史文化和内涵价值。对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进行状况调研、

对策分析，特别是在非遗视域下审视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有利于进一步树立传承意识，转换观念，在传承、保护、开发中创

新创意，真正赋予环巢湖区域民间美

术新的生命力。

环巢湖；民间美术；调研；分析；非遗

“民间美术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 以美化环境、丰
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1]。 
民间美术缘起于广大普通民众，在最朴实的传统绘画、民间技
艺和民俗文化中展现着它的魅力，不但面向人们的生产、生活，
而且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消费需求。安徽省地理位置优势明显，
在历史、人文、艺术等文化方面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遗产。环
巢湖区域文化是安徽省文化遗产重要的一部分，环巢湖区域的
民间美术如巢湖市博物馆馆藏的汉墓文物精品鎏金铜朱雀、朱
雀衔环玉卮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资源，
留存下来的民间美术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大致有三类：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传统民俗。环巢湖区域的民间美术在历史传承中由
于各种原因，有的曾经中断，后经深入发掘得以恢复；有的在
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衰微，有的几乎处于失传消亡的状态，还
有的却一直存活于民间生活中，在经济、文化的建设浪潮中仍
然活跃，继续发展。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民间美术的申遗工

作，不但加大了传承、保护与发展的力度，而且挖掘了更多心
的种类，使之重新出现在媒体与大众面前，民间美术迎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

1、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资源	
环巢湖区域丰硕的物产，灿烂的文化，各民族聚居、融合，

孕育了与民俗活动、造型艺术、实用与欣赏等关系极为密切的
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通过实地走访传承人，收集各类相关资
料，我们粗略统计出目前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已有一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多项目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多项
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些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还有很多植根于民间，在民间发展、传承的民间美术项目。
无论是已进入“非遗”名录，还是仍活跃于民间的民间美术，
都有着浓浓的属地风格，真实地反映了环巢湖区域的历史文化
和内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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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徽州沉香雕刻

葫芦烙画

庐州蛋雕

玉顺行玉雕

吴山铁字

和县剪纸

庐阳剪纸

火笔画

庐州核雕

巢湖树雕画

庐州木雕

民间扎彩

羽毛画

一、传统美术

非遗级别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非遗级别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名称

庐阳杨氏彩塑

巢湖面塑

朱氏剪纸

庐阳殷氏字画

庐州麦秆画

武郎面塑

牛氏剪纸

庐州泥塑

仿古画艺术

周氏微书

夏勖彩塑

艾氏瓷刻

彩墨画

表 1：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及各层级非遗名录 (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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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列出的各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巢湖区域民间美
术是环巢湖人民创造的，和环巢湖区域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其创作者部分受过专业美术教育，但绝大部分是一些普
通的民间艺人。它是一种直接、直观的表象与心理的表现，具
有质朴与率真的风格，素材选取、表现主题都带有强烈的地方
特色，是环巢湖区域世代相传的文化传承与底蕴积淀，从中我
们体味到了属地人民的审美心态、优秀品质和精神力量。作为
环巢湖区域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存，它将环巢湖区域独特的文
化性，内敛的唯一性，以及与现代发展的整合性、延续性展现
的淋漓尽致。

2、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传承现状
“民间审美意识更多地保持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原初意

义。它更实在的、更功利、也更执着人生的生命价值”[2]。通
过对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调研，我们发现环巢湖区域蕴含的
民间美术资源丰富，潜力巨大，是“环巢湖文化圈”一笔丰厚
的文化财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环巢区域民间美术的传承现
状不尽如人意，传承中遇到的困难，发展中产生的差距明显，
喜忧参半。

2.1 建立健全 “非遗”文化传承体系
“2004 年 8 月 28 日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201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正式实施”[3]。“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体
系， 已逐步建立起普查建档和申报审批制度， 依据非物质文
化遗产历史、文化、社会价 值及其保存现状，划定为世界级、
国家级、 且级、市（县）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层级保
护”[4]。目前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很多已进入各层级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层级明确，特色鲜明的有序传承，有利于环巢
湖区域民间美术的发展，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文化服务。建立

健全 “非遗”文化传承体系，不但为环巢湖区域非遗视域下
民间美术的可持续传承、保护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还
能促进民间美术内涵和外延的开发。

2.2 继承与开发并举
巢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温润的湖水孕育了丰富多

彩的民间美术。有的民间美术遗珍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
有的却在勤劳的劳动人民手中被复活、传承。对于环巢湖民间
美术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当地政府和传承人始终秉承继承传
统与开发并举的思路，为环巢湖民间美术的正态发展找到了最
正确的发展、传承之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纸笺加工技艺
成功地复活了“手绘描金粉蜡笺”，并且投入生产、销售，成
为颇受欢迎的产品。不但在文化传承、技艺传承等方面走在了
前列，而且在经济效益，服务大众等方面也有着巨大的贡献，
成为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典范。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传
承人刘靖积极地和国内著名高校合作开发新产品，受邀前往中
央美术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学生讲授纸笺相关知识外，
寻求发展空间。亮相各类展览会，加大媒体宣传力度，积极为
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繁盛作出表率。总之，继承与开发并举，
是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传承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3 传承思想僵化，路径单一
融媒时代，社会转型加剧，很多民间美术项目逐渐失去赖

以生存的传统文明土壤，直接的经济
效益很难产生。虽然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级保护体

系，但依然无法解决传承人严重缺失、断层的危机。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传承观念守旧。有些民间美术项目在传
承上一直都秉承“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老观念，
造成了从业人数少，后继乏人的局面。大多数传承人年事已高，
一旦发生意外其所掌握的民间美术形式就会失去其活性和非
物质性特点；二是融合意识淡薄。有些民间美术项目的传承人

逸品根雕

庐州布艺画

庐州土陶烧制技艺

巢湖卵石画技艺

传统加工纸制作技艺

葫芦雕刻

庐州吴氏船模制作技艺

庐州松石画

无为剔墨纱灯技艺

庐阳棕编

三河羽扇制作技艺

苗氏根雕制作技艺

松石内画制作技艺

洪氏银器制作

霸王祠三月三庙会

紫蓬山庙会

三、传统民俗

二、传统技艺

县级

省级

县级

国家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省级

省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省级

省级

庐州刺绣

庐阳面塑

文玩摆件制作技艺

韩氏糖画

庐阳木板水印制作技艺

烔炀剪纸

葫芦雕刻制作技艺

庐州模印

宫氏彩绘贴金制作技艺

侯氏剪纸

古琴斫制

侯氏吹糖人

文玩摆件制作技艺

庐州棕编

吴山庙会

洋蛇灯

（注：表 1 所列环巢湖区域部分民间美术项目，均为实地调研、网络、专著等资料收集、整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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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守成规，缺乏求新求变，顺应潮流发展的意识，不愿意进行
创新性的改革，对传统与现代设计相融合非常抵触，严重地拖
慢了发展的步伐，阻碍了创新的势头；三是传统市场萎缩。随
着网络的便捷，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
民众的价值观、审美观有了极大的改变，很多传统的民间美术
无法融入到当前文化的大潮之中，加之其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市场日益消弭。四是守不住初心。花
花世界，充满了诱惑，现在很多年轻人无法沉下心去钻研。他
们缺乏褪去浮躁，坚守初心的意志，缺乏吃苦耐劳，为某一门
艺术的传承、发展倾尽心血的决心，这些缺失严重影响了民间
美术的传承；五是宣传力度不够。从调研来看，民间美术的传
承人普遍年龄偏大，在它们的意识里一直都是那种师傅带徒弟
的传授方式和“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销售方式，始终是一种“等”
的状态，对技艺传承、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动力模式产生着不同的
社会构成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不同
的审美需求”[�]。环巢湖区域很多的民间美术文化生态已经不
符合当代认知方式和生活理念，一些缺乏创新，无发展、升值
空间的民间美术逐渐低失去了生存环境，其传承与发展更加困
难重重。

3、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传承对策
当今社会，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若想健康地发展，必须牢

固树立文化传承的意识，转换固有的观念，改变固步自封的状
态，将传统的民间美术与现代意识、设计、市场相结合，只有
在传承中创新，才能真正赋予民间美术新的生命力。
3.1 依托现代科技，建立规范的档案管理体系
在现有民间美术的基础上，精心打造民间美术品种，积极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已立项的各层级非遗民间美术规
范管理。多渠道、多角度加大挖掘力度，让深埋民间的种类出
现在公众视野，使环巢湖区域更多的民间美术得到重视。对于
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三大类可以根据各自特点，依托现代科
技手段，分别从平面、立体和动态等角度，加以记录、汇编成
完整资料，建立规范的档案管理体系。像和县剪纸等表现二维
空间的民间美术，可以采用高清拍摄或扫描的形式形成完整图
像资料，也可对其局部作出细致展示，便于更好地研究其艺术
特色、传承价值；像剔墨纱灯等技艺，可以从三维空间的角度
出发，除了留存二维照片，还可以配合多角度照片和三维彩色
扫描的方式，整理出多角度、全方位的数据，加以留存，这样
就能更清晰的理清脉络，创新传承。还有一些像民俗和技艺制
作流程之类，具有声音、图像、动态、过程的民间美术，如洋
蛇灯、纸笺加工技等，可以从其历史背景、文化等方面深层挖
掘，用影像的形式与二维、三维等形式共同完成整体资料的收

集、传承、保护，真正实现依托现代科技，建立完整的、细致
的、切实可行的、规范的档案管理体系，为环巢湖民间美术更
好的传承与发展保驾护航。
3.2 打破固化思维，广泛培养传承人
传统的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是目前环巢湖区域民间美

术最主要的传承模式，这种传承形式严重地阻碍了各类民间美
术的发展，“教育本身就是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这种言传身教，
口口相传的教学方式更接近传统手工艺的传播环境”[�]，因此
要打破这种固化的传承思维模式，鼓励更多的传承人在“走出
去与请进来”上下功夫，鼓励以“纸笺加工技艺”的传承方式
为模板，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主动、积极寻求与高校、企业、
文化教育机构……等合作，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宣传民间美术，
实现技艺传承与创新。无论是在高校开设讲座，还是开办培训
班，都展现了当代民间美术传承人对于传承理念的改变，在传
承、保护与开发上已付诸行动。打破固化思维，敞开怀抱拥抱
有识之士，广泛挖掘、培养技艺传承人才，这是环巢湖区域民
间美术得以薪火相传的最基本保障。
3.3 政府倾力支持，传承中寻求创新
当民间美术原有的功能和诉求与社会的发展发生冲突时，

只有创新表现形式，顺应时代的发展，才能赋予其新的生命，
进而满足市场的诉求。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在属地政府的支持
下，积极探寻以新的形式，新的途径，新的生命力来展现其独
特魅力。属地政府经常组织传承人培训学习，提高传承人的审
美意识、专业素养与创作能力；定期举办非物质文遗产文化博
览会，众多作为非遗的民间美术项目在文博会上与大家近距离
的沟通、交流；不定期的组织开展非遗民间美术进社区活动，
不但宣传了传统文化，还活跃了社区文化，社区精神的文明建
设的也得到了提升。政策上的倾力支持，行动上的落到实处，
可以使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传承有序，从某种程度上激发民间
美术传承上的创新创意，加快其适应市场，适应环境的能力，
更好展现出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魅力。

4、结语
在非遗视域下对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状况进行调研与对

策分析，可以理清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全貌，进一步挖掘环
巢湖区域的民间美术文化，促进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传承与
发展，对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市场化，特色艺术产业经济的转
型升级，服务社会将起到推动作用。因此，认真分析环巢湖区
域间美术，将其与时代潮流、现代设计相融合，变个人传承为
整个社会共同传承，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美好未来的
期盼，对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的延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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