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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
代　娜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不仅要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遗产继承的需要，还应满足人民多样化的文化需要。四川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产业化，走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本文结合四川地区博物馆、

文化馆下的展示厅、传承体验中心（所、点）、非物质文化遗产

基地、非物质遗产工坊等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建立情

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情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发展路

径的研究现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的

主要问题。本文针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和问题，提

出了发展意见，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发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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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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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植根于地域传统文化，继

承和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数千历史的沉淀，我国

自 2005 年以来出台了各种政策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发展。

国际国内的利好政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敞开了绿灯，如何

对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个难题，本

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发展路径的研究现况进行了分析，结合

四川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立情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发展情况分析其发展现状，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主要问

题，提出了发展建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路径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路径的研究现状

从 21 世纪初期开始，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逐渐增多。

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途径方式上。另外，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发展，针对以文化为

主题的文创产品的研究也掀起了热潮，但针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主题的文化创意类产品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在中国知网以“文

创产品”为关键词，检索到相关的期刊 4553 篇，其中有关非遗文

创的期刊有 88 篇。可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逐渐趋于

饱和，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多样，传承方式多种多样，

对于如何发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的探索数量只占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研究的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路径的研究迫

在眉睫。

现有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路径的探索研究切入点也

有不同。吕梁学院的杨辉结合吕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地域特

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符号和元素，开拓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互鉴融通的技术路线和合作范式；湖北民族大

学体育学院朱欢等人探索了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响的传承路

径，并重点阐述了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意义；河南张

广玲曾提出从文化娱乐、经济、延续和创新等方面挖掘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现代价值，从而找出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

途径；兰州的班岚提出双创时代为背景，从非遗传承人培养、非

遗精神传承、非遗与市场对接三个方面探究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路径。还有很多学者在文旅融合视域下，提出通过旅游打

通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产业化的探

索目前还没有，所有本次课题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和突破。

从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上来看，国内关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一大部分是以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环节为对象进行专项的标准制定。

例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于 2019 年起开始制

定《民族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评估通则》（20194384-

T-424，制定中），文化和旅游部于 2018 年起开始制定《传统戏

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规范》（20180963-T-

357，制定中），现行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DB65/

T 4138-2018），镇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锡胡传统工艺制作规

范》（DB3211/T 1018-2020）、《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

旗袍制作技艺》（DB23/T 2712—2020）等。另一部分的标准是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地为研究对象，数量仅有 4 部，都是地方标

准。例如绍兴市的《非遗研学游基地认定要求》（DB3306/T 035-

2021）和《非遗形象门店管理规范》（DB3306/T 034-2021）、宁

波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位一体”传承基地建设规范》（DB3302/

T 1071-2018）、温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建设及服务

规范》（DB3303/T044-2022）。至今，对非物质文虎遗产场馆的

建立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二）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发展路径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文化遗产再次创作；另一方面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

进行保护。例如，学者 Rozwadowski Andrzej 与 Hampson Jamie 在

文化遗产创新上选择对艺术的再创作——用岩石艺术重新连接过

去与现在；阿里坎特大学学者发现一个链接的开放数据框架，以

加强文化遗产的可发现性和影响。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和法律不仅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收集与申报，生产技术、技艺 / 民俗传承、艺术表演等方面的

规范，还从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做出了规范，但基本出现在

博物馆、文化遗产馆的标准内容中，还没有专门针对非遗馆建设

的标准。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6 年发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伦理原则》，法国标准协会（AFNOR）2011 年发布了《历史

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指南》（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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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等。

二、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现状

四川省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其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丰富。根据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数据，四川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 139 项，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有 800 项，四川省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 3385 项；已

经建成的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有 200 余项。四川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近十年也在不断尝试新的发展路径，但是在发展中还

存在一些问题。

（一）四川省非遗博物馆发展不能完全满足大众的需求

虽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或展厅，有

些博物馆展厅还增加了非遗体验项目，这些非遗博物馆的建立和

非遗体验项目虽然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归百姓文化生活提供了渠

道，但是这些非遗体验项目并没有得到大众的关注，究其原因就

是没有将非遗项目与大众的需求相结合进行综合考虑。现在人民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些低层次的需求逐渐

满足，大众需求已经转变到追求高层次的对文化和精神的需求上。

但是，现四川省已建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仅仅是非遗产品

的陈列馆，展厅的体验项目也缺乏项目本身的灵魂，不能够结合

当代的技术条件和大众的需求，实现与百姓社会生活现实的无缝

连接。

（二）四川省非遗文化还没有完全走进普罗大众心中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性实践中，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主体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它包含了政府、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广大群众。中央及各级政府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实践中，起到指挥棒的作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广

大群众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资金的支持。省内各个市州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组织机构没有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或者

说宣传力度不够；有些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市州还没有建立非遗

博物馆；全民传承非遗的热潮还没有形成。目前，四川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宣传工作，可以说还很不成熟，宣传的范围不够广、宣

传的手段不够丰富，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系统的资料记载和

完善的宣传方案。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集中在以经营

为目的私营工作室或者手工作坊，由于资金资源的限制，他们的

宣传和影响的范围都很有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民参与的工作，需要动员各界

的力量，全面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文化传承的作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发展。

（三）四川省非遗发展力量薄弱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还是某些人某些机构在极力推

进的，力量有限；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的重

程度不够，没有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对树立国家

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我国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大

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重点在搞经济

建设，缺乏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党的

十八大以来，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放在重要地位，才逐渐建立

对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保护意识，虽然四川省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省，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这仍然是少数人的行为，并没有

形成集体意识。

（四）四川省省内各地区非遗发展力量悬殊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于情怀，延续在民间日常，它的发展都

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从 2022 年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对全省

范围内的调查和《四川省省级非遗馆建设情况统计表》的数据中

不难看出，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区虽然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但是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也没有形成完善的非遗技艺的传习制度。这些地区的非遗

资源是我国文化瑰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物馆的建立同时让少数民族的非遗技艺和文化走得更远刻不

容缓。然而四川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总数的投入和各地区资

金分配方面还存在问题，应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上的资金

投入特别是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的偏远地区。

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建议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国，四川省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有 7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140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800 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1380 项。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如何发展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使四川省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得

以传承和发扬，迫在眉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保护并

利用好这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

和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传承绵延非遗文化脉络，让来自民间的

传统手工艺重返普罗大众，提高非物质文化的群体认同感和传承

的责任感，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群众基础和意

识保障。

（一）建立四川省非遗品牌

 在省文旅厅的统一整合下，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

打造四川非遗文化 IP，建立四川省非遗品牌。将非物质文化资源

转化为符合现代文化发展方向和市场文化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

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和附加

值的深度，将民间非物质文化进入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

（二）加大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宣传力度，提高民众在非遗传

承中的参与度

对非遗传承和发展大力宣传，就像商业广告一样让其出现在

公众的视野中。通过公交车、地铁、旅游胜地展览中心、旅游服

务中心这些渠道宣传推广，可以扩大非物质文化产品在不同行业

和市场的覆盖范围，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界发展转型。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本就来自人民的生活，统合了人对艺术的精神

追求和生活的激情，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力宣扬让百姓找到

归属感，找到民族自豪感，找到发展非遗文化的动力源泉。

（三）促进非物质文化跨界融合，落实创意研发

现代化技术不断更新，人们生活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

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内容和或形式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在新时代，整合新技术保留非遗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开发新的产品，

落实创意研发。根据市场需求谋发展使文化创意落在实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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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走入百姓生活，让非遗文化不再是个别手工艺人的知晓范围，

让非遗文化、非遗产品重新回到百姓日常生活中去。

非遗传承人大多是手艺人，在文化创新方面经验不足，对文

化创意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了解，而产品设计者需要精湛的设计

能力和市场分析经验，但大多不具备非遗技能；如果将两者互补，

将设计者的奇思妙想与传承人的高超技艺结合在一起，开启非物

质文化传承人和专业的产品设计师、工业设计师、景观设计师、

建筑设计师合作开发非遗文创的模式，设计出既有文化内涵，又

受大众欢迎的非物质文化创意产品。根据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对于一些适合转为文化创意产业化

的非遗项目，要发挥其优势，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创意产

业化。所以，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传承和艺术形式的创新、现

代的科技手段与传统技能相结合，创意与传统相结合，艺术与生

活相联系，保留并发展非物质文化的精髓，达到促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与发展的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不仅是文化领域的工作，在某些方面

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新，使传统记

忆能够被现在大众所接受。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主要

模式是举办各种形式的体验活动和创意类银花丝手工制品销售。

这种形式不仅带动了经济的收入，还解决了手艺人的收入问题。

同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国家非遗银花丝这种手工艺产品。对于

国家而言，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四）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

现在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版块隶属文化厅和文广局管理，

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设定了很多局限，而将非遗文化传承

产业化、市场化是激活非遗文化的必经之路。从理念上看，“非

遗”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是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让非遗产业

化，吸引更多的人关注非遗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非遗文

化的宝贵，促进年轻人走到非遗文化传承的道路上；通过产业化、

市场化，激活非遗的传承，激活非遗市场。

过去师傅传徒弟的民间技艺形式导致整个过程没有统一的标

准，导致一些手艺的流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藏着中华民

族的文化精髓，是民族文化核心。在市场化的角度，非物质文化

遗产具有潜在经济价值，对一些能够转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产业化的道路能够使其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光大。

另外，开展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需要有具

体的空间载体，因此从政府角度看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

和服务办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落实。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专

门的保护场所和保护措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活动、

市民的非遗体验活动需要有主管单位的牵头；传承人也需要有归

属感。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不断推进，非遗馆的

建设是大势所趋。同时，国际国内的利好政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敞开了绿灯，非遗馆的建设是落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解决非遗馆应该怎样建，按照怎样的标准

建设的问题，是落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

解决的迫切问题。目前浙江、山东、四川等省份已经有大量各种

形式的非遗馆。非遗馆要怎么建设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要促

进非遗馆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建立相应的标准或者规范进行引导。

四、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分析的数据是基于四川省文旅厅和文广局提供的官方数

据，不能包括四川省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发展情况，但是对于四

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乃至全国各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笔者在后续的研究中会针对本文中提到

的发展路径一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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