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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化利用现状、
问题与对策

周　畅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传统美术类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日益成为关注焦点，

并逐步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深入。然而，目前针对传统美术类非遗的研究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旨在探索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的保

护活化路径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并寻求符合当地实际的有效改进措施。特别是在政策支持、教育普及、人才培养、宣传传播、旅游发展

等方面加强工作，推动传统美术类非遗产业实现良性发展、自我增值和可持续成长，以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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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作为一座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底蕴无疑是构成其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传统美术，作为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项优秀

代表，是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沉淀中世代相传形成的一种文化表

现。它不仅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而且展现了生动鲜明的

历史印迹，同时蕴含着深厚的艺术内涵和独特的地域特色。

一、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概况

佛山是岭南文化发源地，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目前，佛山非遗代表性项目共 132 项，其中国家级

15 项，省级 41 项，市级 76 项。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

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

技艺、传统体育和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民俗，共十类。其中

传统美术是非遗的一项优秀代表，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的代表性

项目共 15 项。分别是国家级：佛山木版年画、剪纸（广东剪纸）、

灯彩（佛山彩灯）、彩扎（佛山狮头），省级：佛山木雕、藤编（大

沥）、藤编（里水）、粤绣（广绣），市级：南海灰塑、高明花灯、

高明扎狮、岭南盆景（佛山）、广绣（石（石肯））、岭南书法

艺术（佛山）、刺绣。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 49 人。

与其他门类相比，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呈现出四大特点：一

是种类丰富多样，涵盖了木版年画、剪纸、灯彩、彩扎、木雕、藤编、

刺绣、盆景、书法等多个门类。二是传统美术工艺精湛，每一件

都是手工艺术的精品力作。如顺德广绣，具有极高的表现技法和

审美要求，它是双面绣品，图案纹理工整，金银垫绣立体感强，

呈现出饱满的色彩和层次，具有工笔画韵味。三是与佛山地区居

民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如佛山彩灯闻名遐迩，据地方志载：“佛

山地广人稠，五方杂处，习尚盖岐出矣”。又谓“上元开灯宴，

普君圩为灯市，灯的名状不一。”随着元宵节、中秋节等习俗在

佛山兴起，彩灯扎制工艺也应运而生。“纸马火龙”“柚灯纱笼”

是民间秋色的主要项目。四是创作题材广泛，如佛山木版年画，

从题材内容上分为十几个门类，用于祭祀、祈福和装饰等，是地

方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二、保护活化利用现状

（一）政策现状

《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下称《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10 日起正式实施。该《办法》参照《广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办法》《揭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及《梅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法律法规，并根据佛山市

的具体情况而制订。《办法》规定了各个责任主体在保护工作中

的责任分工，从而使非遗类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工作得到更好

的发展。其次是注重实际操作，着力解决关键问题。尤其是近年

来在保护单位与代表性传承人认定、项目保护单位与代表传承人

的协调机制、佛山地方特色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研究。

佛山注重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市委、市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

纳入《佛山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制定相关的财政支持措施，

对濒危非遗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补助，形成市、区联动的扶持机

制。2021 年新修订的管理办法中，提高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至每人

每年 1 万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互联互动、落实主体责任。

为记录佛山非遗历史和发展，佛山市、区文化、非遗等部门组织

文博专家撰写非遗系列丛书，例如佛山市博物馆编《手绘佛山非

遗作品集》。另外，逐步推进抢救性记录和建设非遗数据库，有

效延续历史文脉。

（二）保护活化利用现状

自 2001 年起，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持续 23 年。佛山非遗保

护工作在这期间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整体性保护、抢救性保护

和生产性保护等多种方式得到了广泛实践。公众的非遗保护意识

和积极性不断提升，特别是传统美术类的非遗保护成果显著。

1. 结合校园美育

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如彩灯、刺绣、剪纸、藤编等，进入

佛山学校课堂，与学校美育相结合。由佛山市博物馆、非遗保护

中心主办的“小手拉大手，大城小工匠”2023 年佛山秋色赛会活

动之“非遗工艺进校园——师生传承制作课程”开课，彩灯、刺

绣、剪纸等传统美术走进佛山多所中小学校，与校园美育相结合，

非遗传承人亲自传授工艺，润泽童心。

2. 融入城市文化

让市民与非遗文化零距离接触，这对弘扬非遗、加强宣传、

提高保护意识意义重大。在佛山街市，如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

可见佛山剪纸、彩扎、彩灯、木版年画等非遗元素融入城市设计，

例如广场、公园、地铁站等。这不仅焕发了公共空间新活力，也

提升了城市文化价值。

3. 利用数字技术

借助新媒体数字技术，佛山非遗项目以出圈、跨界的形式成

功吸引海内外关注。如《王者荣耀》中的“鲁班七号”狮舞东方

皮肤成为南海醒狮宣传推广大使。南海区政府邀请灯彩（佛山彩

灯）传承人黄宏宇，与彩扎（佛山狮头）传承人黎伟的徒弟欧琦辉，

联合制作“狮舞东方”彩扎狮头。此外，《梦幻新诛仙》与南海

彩扎（佛山狮头）传承人黎婉珍合作，打造狮王争霸同款黎家狮，

并制作全新 CG《醒狮少年》。这些项目利用“粒子水墨”视效技

术展示舞狮之美，使传统美术与时尚结合，吸引年轻人关注。



250 Vol. 6 No. 15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文化

4. 国内外宣传传播

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审美特性更易于传播，如展览和多媒体宣

传。自 2020 年，佛山持续举办“遇见·非遗”体验活动，邀请驻

穗总领馆总领事及相关人员参加，引发广州总领事馆的热烈反响。

此外，佛山在海外社交平台开设“发现佛山”新媒体账号，宣传

佛山非遗项目，吸引海外粉丝超 40 万名。为推广佛山历史文化，

佛山市博物馆组织木版年画等代表作品赴上海、成都、昆明等城

市进行展览，展现佛山非遗的特色与魅力。

5. 推动旅游项目

结合传统美术类非遗与旅游项目，通过开发促进保护，利用

推动传承，扩大佛山非遗的影响力。例如南海区推出“非遗进民

宿”项目，结合民宿与旅游产业，打造“可观、可学、可游、可玩、

可憩”非遗体验，包括在民宿内设置非遗展区、打造非遗主题客房、

举办非遗体验活动等。此外，佛山市南海区还与贵州黔东南州“三

江一寨”、凯里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两地非遗特色旅游

路线，推动双方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三、主要问题

（一）宣传教育尚不深入

多数人对传统美术类非遗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难以领略其

特质和历史文化精髓。多元文化冲击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很多年轻人更追逐西方动漫而忽略了对传统美术的热爱，这不利

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文化自信的建立，从而抑制了佛山传统文化

的弘扬。

（二）非遗传承人才困境

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还面临着人才困境，尤其是老一辈传承

人的离开，技艺传承面临挑战。传承人数量减少，技艺水平和文

化素养与前辈存在差距，部分技艺甚至面临失传。当代青年对非

遗文化兴趣减弱，导致非遗传承后继无人，专业人才匮乏。例如，

佛山木版年画曾兴盛于明清至民国时期，清代最兴旺时作坊数百

家，年产量达一千多万对，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但如今，

仅冯氏传承人仍在传承制作。

（三）传播媒体有待丰富

数字媒介虽为非遗保护和传承带来新技术、手段和理念，但

实践中存在利用不足或仅作为传统媒介的一种功能替代的问题。

传统美术类非遗具有特殊性，各项目内容差异较大，选择千篇一

律的宣传方式效果不佳。

（四）未能与旅游深度融合

为推动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我国于 2023 年 2 月发布了《关

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佛山的旅

游与非遗融合仍处于探索阶段。佛山长期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

展策略，近几年才开始重视旅游的发展，导致旅游资源规模较小、

知名度低，与非遗的结合度还需要继续提升。

四、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对于传统美术类非遗，政府部门应继续完善相关政策和机制，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非遗产业提供专项的

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非遗产业的

良性发展和自我增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好佛山的历史文化

资源，结合古镇、特色街区、历史建筑、民俗印记，在“岭南文

脉轴线”1+2+3+N 的空间结构推动下，结合影视、数字、文创等

手段，打造体验感丰富的传统美术类非遗聚集区。

（二）教育普及和人才培养

中小学是推广非遗教育的主要场所，将传统美术融入课堂，

传授非遗知识和技能，从小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审美和实践特点性非常适合中小学课堂，建议

佛山努力打造国家级传统美术类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鼓励中

小学开设特色课程。高校则负责培养传统美术专业人才，确保传

统美术类非遗得到持续保护和研究。还应制定非遗传承人才计划，

明确长期目标和阶段性任务，扩大传承选拔路径，吸引更多人参

与其中。

（三）提升国际影响力

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优势，通过非遗高峰论坛和大湾区

非遗博览会，推动佛山非遗走向世界。在国际文化、旅游活动中

展示佛山非遗的独特魅力，吸引更多海外游客体验佛山的传统美

术文化，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四）借助新媒体宣传

运用新媒体，探索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创新宣传方式，以提升

其社会影响力。例如，拍摄传统美术类相关内容的短视频、电影等，

借助新媒体更广泛更快速的传播给观众；打造佛山非遗电影文化

IP，联合中国非遗研究院和电影基金会，挖掘佛山传统美术类非

遗 IP，争取成为中国电影基金会扶持的年度十大电影之一。

（五）促进非遗旅游融合发展

学习非遗与旅游、文创融合的优秀项目，如“南丹记忆，尽

在非遗”“故宫以东”等。佛山可以结合地区特色和传统美术的特点，

为历史文化街区、乡村振兴建设等提供内容载体，转化非遗的经

济价值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同时，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还可以结

合研学，利用非遗的历史文化基因助力教育与旅游系统，推广优

秀传统美术。

五、总结

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与价值，应依托粤

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地理、文化优势，进一步提高佛山传统美术

类非遗的保护机制。将非遗保护与政策支持、教育普及、人才培养、

宣传传播、旅游发展相结合，拓宽非遗保护的活化路径，探索构

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传承范式，实现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佛山传统美术类非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提

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

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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