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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背景下嘉兴市非遗传播与发展相关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自 2 0 1 3 年提出以来，不断发展深入。

201 7 年国家发布“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愿景与行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

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切实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

创新发展。“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知”。经过 7 年

实践，文化交流取得一定成效，也需要更加细化、科学。非

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发展非遗对树立国

家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

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嘉兴、一

带一路、非遗文化”为主题词搜索，共 1 3 篇文献；其中“一

带一路”背景下非遗研究文献与报道共6篇。大部分研究从非遗

传承和保护的角度，提出保护发展非遗的可行性意见，虽然“一

带一路”背景下文化活动交流频繁，但相关文献研究较少。

徐勤勤（2011）从非遗传承保护的角度提出要实现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的社会化共享，最大限度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的价值。郝焕香（2019）在“‘他者’镜像构建下的嘉兴城市形

象分析”一文中从来留华学生视角，本着“尊重历史、走向世界”

的原则，将蓝印花布等地方文化特产整合推销，提升嘉兴国际化

视野，城市竞争力。嘉兴各区县非遗种类广泛、内容多样，相关

部门对非遗发掘、保护、开发以及推广的意识与理念虽不尽相同

但日益重视，方式方法紧跟时代潮流，但相关理论研究较少[1]。

2　“一带一路”背景下嘉兴非遗活动案例研究

2.1官方交流活动

2.1.1相关政府领导践行“一带一路”活动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各

个重大场合发表了众多有关“一带一路”倡议讲话和署名文章，也

举办了众多重要会议（诸如APEC会议、G20峰会）。嘉兴市作为长

三角一体化规划城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一带一路”背景

下广泛开展经济文化交流，非遗文化交流效果显著，比如由市政

府和五芳斋举办的端午民俗文化节、平湖西瓜灯节、秀洲农民画

馆活动等。

由于没有途径能够确认搜集全部资料，只能对于搜集到的部

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小见大。从活动时间来看，2013年到2020

年表1显示嘉兴市非遗文化交流活动频繁，由少积多，2018年达

到顶峰；从活动形式来看，既有深度民俗体验活动，又有趣味多

多的端午裹粽比赛，也有代表项目走出国门巡演交流活动，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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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从活动内容

看，嘉兴市各县各区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传承非遗文化，积极开

展对外交流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一度的端午文化习俗交流活

动，已逐步形成非遗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嘉兴市非遗文化交

流活动数量日益增多，活动形式及内容不断丰富。

2.1.2嘉兴政府倡导的政策

2017年嘉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提出要“以现

序号 区域 日期 活动

1
南湖区 
秀洲区

①2018.3.12
②2018.6.18
③2018.8.27
④2017.6.07
⑤2016.6.12
⑥2016.2.23
⑦2015.6.25
⑧2014.6.6

①嘉兴市外办联合秀洲区政府在禾外国
友人“情系嘉兴”系列活动      

②嘉兴市外侨办邀请在嘉高校国际留学
生参加“五芳斋”杯端午裹粽大赛国际

友谊赛”             
③日本富士市青少年亲善使节团一行17
人来访我市参观五芳斋、农民画馆等  
④南非、乌克兰、厄瓜多尔、波兰为代
表的驻沪总领事夫人代表团访问嘉兴，

参与端午民俗活动          
⑤2016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五

芳斋杯”外国友人裹粽大赛      
⑥嘉兴市外侨办联合文星社区举办了“
邻里百家宴迎元宵”民俗文化活动   

⑦市节庆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主办，市外
办、市台办、五芳斋集团共同协办“中
外友人同参与 比拼裹粽迎端午”活动 
⑧五芳斋集团和嘉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裹粽子比赛，以感受地道的中国传

统端午文化

2 嘉善县 2015.6.01 嘉善姚庄农民画将赴捷克参展

3 平湖市

①
2018.10.08
②2017.8.07
③2016.9.28

①平湖市外侨办邀请希腊、印度、以色
列等国驻沪总领事馆代表参加2018平湖

西瓜灯文化节           
②“四海一家·浙港同行”香港青年交
流团领略平湖浓厚的人文历史，体验绿

水青山的自然风光          
③平湖市邀请国际友人参加千人刻瓜灯

大赛

4 海盐县 2016.1.27
“海盐滚灯”项目赴韩国江陵参加江陵

国际青少年艺术节演出

5 海宁市
①2017.6.6-

6.19    
②2013.8.23

①海宁市“根与魂──浙江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演”亮相国际舞台       

②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代表
访问海宁,探讨灯文化保护开发现状

6 桐乡市 2019.4.23
桐乡外事办组织在桐国际友人感受桐乡

蚕桑习俗

表 1    2013-2020 年嘉兴市（五县三区）“一带一路”背

景下非遗活动案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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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为总目标，紧紧抓住国家推进建设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上海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战略机

遇”，打造具有国际品质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带一路”

倡议下嘉兴在非遗方面建设和实施都进行了诸多实践。主要包括

在国内召开会议发布相关政策，布局规划；同时举办“一带一

路”论坛活动等，与其他友好城市共商共建等。

从政府的政策倡议及实践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是当

前政府布局规划的重要内容。除政策机制、经济贸易合作外，

官方越来越意识到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任何事业都需要文化支持

才能长久。经济发展能够使“一带一路”的参与国提高生活水

平，但是未必能够让他们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增强对中国的认

同。而文化交流能够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相

互理解、认同，才能够唤起各国人民的共同记忆，将中国传播

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

2.2民间交流活动

2.2.1文化旅游活动

旅游行为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比起政府活动和行为，旅

游更能促进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中旅游活动

是非常兴盛的活动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自“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嘉兴市内中外非遗旅游活动十分兴盛，以乌镇、

西塘、桐乡印染、端午习俗体验为代表的旅游路线品牌十分受

欢迎。嘉兴可以通过非遗文化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与历史，

在强调文化交流中的平等互鉴，相融相亲。

2.2.2艺术创作活动

“一带一路”主题相关的艺术创作主要集中在音乐、歌

舞、影视、书画等方面。国内众多艺术机构和创作者对“一

带一路”文化交流进行了诸多创作，有效地促进了各国文化的

理解、交融。比如2017 年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中

外文化交流活动之书画联谊会”，嘉兴学院2019-2020 冬令营举

办书法创作、非遗硖石灯彩等活动。书画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代表之一，书法、水墨画等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表现形

式。书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倡议为传统文

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平台，书画应以此为契机，把握“一带

一路”所赋予的时代特征，在新时期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2.2.3教育合作活动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各类人才交流活动不断壮大，比如

相关人才论坛，经济交流大会等。在各类人才交流中，嘉兴市

与沿线各国都进行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扩大留学生交

流，增加政府奖学金；开展城市交流合作，强化友好城市间的

文化交流；鼓励各国家的智库开展合作，共同举办论坛、进行

研讨等。 嘉兴市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外学生交流及留学

活动尤其突出，比如区内高校嘉兴学院、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陆续从2017 年起开始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且规

模、交流层次不断扩大深入。留学生能够起到沟通桥梁的作

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人才交流，就是在加

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双方的留学生了解真实的

中国，了解“一带一路”的理念，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彼此文化交融，有助于“民心相通”建设[ 2 ] 。

3 　嘉兴非遗文化“走出去”启示

3.1 构建保护体系，有机继承

2004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

后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围绕非遗保护的政策方针；2013 年10月通

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11 年颁布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嘉兴市非遗保护工作也走在

浙江省前列，摸清嘉兴非遗的种类、数量与分布状况，拥有一

批国家、省、市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传统节日保护地、非

遗生态保护区、传承基地、产业基地、代表性传承人及民间艺

术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水平仍较

低，方式仍较粗放，面临着结构层次低、特色不显著、结构

不适应、传承人才匮乏等问题。由此可见，当前的建设更多是

片面追求产品数量和经济效益，尚停留在量的积累的阶段，真

正的传统工艺受到冲击，传统工艺技术亟需传承下去，尽快提

升至更高的质的嬗变层面已刻不容缓。

3.2 推陈出新，创新发展

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为顺应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丰富和提升中国非遗文化的

内涵和品质，实现中国非遗文化生产力的突破性解放和消费力的

全新升级，更好、更快地体现与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应积极探索中国非遗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从资源依附到创新驱动。

嘉兴非遗资源丰富，比如端午文化习俗、平湖西瓜灯、海盐滚

灯、掼牛、剪纸、农民画等，在实践过程中嘉兴每年举办庆

祝活动或者非遗项目展示等，但如何突破固定形式，创新发展

非遗，将是一大挑战。

3.3 探索新技术，融合多媒体传播

在继承非遗文化的同时，如何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传播非

遗，扩大影响力也亟需突破。对于“一带一路”相关活动的报

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没有明显的区别，各个媒体类型均对于“一

带一路”进行了大量广泛的报道，各媒体机构下属的传统媒体如

报纸、电视，新媒体如微博、微信等，都在多渠道同时进行交

叉报道。相较于传统报纸新闻报道，也要结合火热的媒体平台进

行广泛积极正面的报道，如抖音、V R 技术等的应用。

4　结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对古丝绸之路“丝路精神”的继承，

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如果能以非遗为沟通桥梁，

在彼此的文化交流中，达成互相理解与认同，共同发展，互惠

双赢，打造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命运共同体”，构

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交往的平台，则能用非遗讲好

中国故事，推动中国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从而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增强文化自信。如何推陈出新，打造非遗品牌，尚

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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