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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自信的高校非遗传承——以承德市为例 

于欢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067000） 

摘要：承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丰富多元且灿烂的非遗文化。一些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以
其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享誉国内外，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瑰宝。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前承德非遗正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与
挑战：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非遗文化价值观发生偏离、强势文化和媒体的多样性使传统非遗地位边缘化且技术和技艺受到严重冲
击，及非遗文化传承主体稀缺等情况。构建非遗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推进非遗跨文化交流、非遗文化与高校专业有机结合及建立
非遗传承培训机制等路径是增强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与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多次强
调，要坚持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
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
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
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
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习近平，2020）按照《建
议》部署，“十四五”时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传承和开发利用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地方高校具有独
特的区域文化背景，是当地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核心主体，
理应肩负起保护和传承当地非遗文化的重任，增强文化自信，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 

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邻京津北倚辽蒙，具有悠久的
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
大量的非遗文化。但随着经济现代化、信息数字化、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到来，依附于传统文化的非遗创作逐渐式微。在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一些民俗活动以非遗
的身份重新融入现代社会文化秩序中，并在多样化的文化环境
中再现自身的自主性与价值活动。如今，非遗文化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使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的竞争中产生
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对非遗文化的发展作出新思考，进而抓住
机遇、谋求发展。 

二、承德非遗项目概况 
以 2001 年 5 月 18 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标志，中国的非
遗保护已经走过 20 余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非遗
作为一个概念，可这样定义：它是人们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
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亦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
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
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
场所”。1 非遗以一种潜性的文化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起
居中，表达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精神、情感和思维方式，
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下的民俗生活和精神寄托。承德为多
民族聚居地，尤以清代时期在这片土地上融汇交织的中原儒家
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清廷皇家文化及蒙汉民俗文化等，为承
德的非遗文化创造了宝贵的财富。 

1、民间文学。生活在承德的历代人们创造了许多记录他们
生活和表达美好愿望的民间口述文学，并代代相传。其内容、
形式及表现手法受当地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记录各民
族的历史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非遗门类之一。如口述文学木
兰秋狝。2、民间音乐。民间音乐是体现我国各民族文化多样性

和确立各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运用当地特有的音乐语言
和艺术表现形式，反映当地人们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情感。如轻
音会、吵子会及佛教音乐等。3、民间舞蹈。民间舞蹈与当地人
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民众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体现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和民俗风情。如蝴蝶舞、地落
子等。4、戏曲曲艺。承德各民族的戏曲曲艺历史悠长，是长期
以来承德地区各民族群体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所创造。如热河
二人转和凌河大鼓。5、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这些是当地人
民群众的重要健身娱乐的活动方式，历史悠久，具有浓郁的地
方民族特色，体现出民众对生命健康的追求和娱乐的审美情
趣。如骑马战、珍珠球等。6、民间美术。是指在传统审美观念
下，以独特的表现工具和手法所表达的艺术形态，并具有一定
的造型意义和独特的美学品质。如木雕、寺院壁画等。7、传统
工艺与技艺。它是人类基本活动之一，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
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是当地人们智慧和创
造力的结晶。8、传统医药。传统医药蕴含了当地民族特有的哲
学思想、思维方式和对生命的认知理念。中药学是建立在对植
物学的认识上，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新中国成立后，承德中药
厂成为河北省北方重要生产的龙头企业。9、民俗。承德以多民
族聚居，随着避暑山庄的兴建，受满族蒙古族等风俗习惯的影
响，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地域性的风俗习惯。如人生礼俗及传
统节日庆典等。 

三、传承非遗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进行了系统而

深刻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
自信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文化自信，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
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信的内涵。2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本质是“建
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
信的根基和灵魂，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非遗文化更是增强文
化自信的宝贵财富。如今，承德地区多项非遗已成为文化对外
交流的重要媒介，对于文化自信的提高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保护传承非遗有助于增强民俗文化自信。美国民俗
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文化见于日常起居生活中，是由民间群
体创造、约定俗成并传承的一种习惯性生活共识，反映了社会
意识形态和民俗生活模式 4。承德的非遗文化在岁时节令方面，
主要体现在腊八节、正月初一、元宵节等为首传统节日中。在
人生礼俗方面，传统的生育礼俗、婚姻习俗及丧葬习俗等均有
着各自严格的程序规范。因此，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进一步
为中国的民俗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其次，保护传承非遗有助
于增强地域文化自信。地域文化是指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环
境内，人们受自然地理与社会人文的综合因素影响，经历较长
历史时间生产、生活形成的共同性人文面貌和人文精神 5。地域
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规范着该地
域生活群体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承德的非遗文化与地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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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相互联系与渗透的关系。因此，保护和传承非遗促进了与
地域文化的交融，进而提升地域文化自信。最后，保护传承非
遗有助于增强艺术文化自信。我国的非遗文化的创作观念和表
现不同于西方，是一种来自民间群体自我意识的审美创造。其
中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成为我国现代艺术发展和艺术文化自信
的中坚力量。对于民间音乐而言，其边陈述边发展的手法体现
出中国式的渐进思维；民间美术中图样的内容、元素、结构规
律及其象征性的文化内涵如“大吉大利、健康长寿”等体现了
我国民间艺术高超的文化内涵；手工艺品的常用技法、符号及
纹样等则凸显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形式美。因此，向内传承向外
传播民间艺术体现出高度的艺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四、当前承德非遗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20 年，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国人民开始走向共同

富裕。非遗的生存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依靠口头
传承的民间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精湛的民间传统工
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传统民间中成药生产工艺逐渐失去市场，
许多非遗面临着生存危机，甚至濒临消亡……民间非遗文化受
到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及市场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 

（一）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文化价值观发生变化 
当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交

融及社会经济的全球化使文化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
势。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渗透愈发强烈，引发了文化同质化危
机。如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致使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迅速扩张，对外来文化盲目的效仿威胁
本土文化的核心地位。以节日为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喜欢过
圣诞节、狂欢节、情人节等，其不可避免地消解了非遗文化的
文化认知、文化教化、文化导向及文化传承功能，反映出了强
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传统非遗边缘化 
数字技术、移动终端、互联网及社交网站数字化成为当前

社会文化信息交流、传播的主要媒介。其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改
变了人们的认知途径及认知结构，致使传统非遗文化边缘化。
固有的乡土记忆、乡村记忆、几百年的历史记忆被城市化打碎
抹去。首先，传统非遗表现形式落后，一些民俗事项需要依托
服装、场所等固定载体传播，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传统服装
的审美发生变化，固定场所现代化改造致使传承载体大幅消
减，进而影响了非遗的传播。其次，一些非遗事项受口传身授
的传承方式制约，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新媒体的表现
方式可将图片、音频、视频等综合运用，其“互动性”和“即
时性”丰富了受众群体的视觉和听觉感受。相反，非遗多为实
践型文化，缺乏现场教学的直观反馈和情感链接，致使学习者
难以深入感知非遗文化价值，失去学习热情。最后，传统非遗
的生存空间和创作思维远离现代生活，导致人们对其缺乏亲近
性和认知度。传统非遗文化事项发源于农耕社会，乡土文化和
传统习俗是其创作的主要来源，以相对封闭的自然村落及社区
为主要传播场所。反观当下，开放且多元的文化共享空间，传
统非遗事项在新媒体的生态环境中难以生存。 

（三）城镇化的人口流动导致非遗传承后继乏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非遗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非遗的传承主体主要分为技艺型、市场型和学者型。这三
种传承群体均面临着相关人才短缺，后继力量不足的问题。 

技艺型的传承方式为代际传承或中途拜师学艺。在城市化
进程加速大量农村人口纷纷流入城市的背景下，民间技艺传承
链正在断裂。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弱化，原有技艺传承
人逐渐高龄化，年轻一代学习者人数递减，传承人“断档”现
象严重，导致一些具有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和
习俗传承后继乏人，传承难以延续。另一方面，由于非遗文化
的实施主体一般为本地村民，而他们外出打工长期生活在都市
环境中，深受城市文化熏陶，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均已发

生深刻变化，对城市文化和习俗逐步产生认同，对土生土长的
乡村及其文化认可度低，甚至产生排斥心理，认为乡土文化相
对落后且单一。城市化的人口流动使乡村人由乡土文化的局内
人变为局外人和旁观者，对非遗文化传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市场型的传承群体以经济利益为驱动，以非遗事项为家庭主
业，承担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家庭生活职能。但由于传统的手
工业被机械化的社会化生产所代替，部分传承群体因生机问题
被迫转行。学者型的传承群体对其学识、经验和相关专业有着
苛刻的要求。承德地区从事非遗文化研究的相关专家和学者数
量有限，专业人才稀缺，在传承、开发非遗文化方面难以发挥
主力军的作用。 

（四）传承工作重表面导致“繁荣”与“危机”现象并
存。承德历史文化悠久，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文
化遗产，且诸多项目已被纳入到非遗文化名录。一方面，使非
遗项目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则推动了地区的经
济发展。但从其文化内涵来看，一些非遗项目还停留在表层文
化阶段，仅发挥了其“商品展示”的使用价值，还需深入挖掘
和诠释其文化价值，有待于在创造性发展中增加更多的深层文
化内涵。赋予其“以文载道”的精神追求，而绝非仅仅的商品
展示。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教育及产业资源。新时代

背景下，国家现代化需要高质量文化建设，而地方高校作为地
方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理应承担
重要作用，实现非遗传承与高校育人的协同发展。通过增强文
化自信和自觉、拓展文化交流、拓宽育人领域及培训机构的建
立等途径来助推当地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振兴地方经济发
展，同时还能成为高校特色办学和文化育人的坚实平台。从而
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以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华民族文明的伟
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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