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35 

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对策探索 
胡亮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文化馆  山东滨州  251700） 

摘要：我国是文化大国有 5000 年文化历史，我国在不断发展中传承了很多优秀文化。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提升了对传统文

化的重视，推动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此环境中如何保护与传承非遗文化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很多地区在此环境

中纷纷申遗，期望通过申遗方式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推动我国特色发展，完成复兴中华的梦想。基于此本文专门针对非遗文化传

承与保护的对策进行探索，以供各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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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发展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其中包含

了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为我国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随着

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人们的精神

生活却逐渐趋于单调，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与忽视。在此环

境中如何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至关重要，为此应创新非遗文化传承

与保护方式，构建完善的非遗文化保护机制，解决非遗文化传承与

保护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与发展。 

一、非遗文化内容概述 

（一）非遗文化概念界定 

文化遗产主要分为有形与无形两种，主要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建筑、文化遗址及文物等，

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需要根据历史、文化、艺术等不同的角度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没有具体的形态，非物质文

化遗产主要有表演艺术及工艺技术等无形的艺术形式。非物质文化

的传承主要依靠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

创新，由此能够发现非物质文化主要以人为核心，在社会动态发展

中传承精神、经验及技艺。 

（二）非遗文化的具体分类 

非遗文化有很多种类型，主要包含表演艺术，如昆曲主要的传

承方式为口头传授、表述、实践等。还有就是传统工艺技术，如民

间艺术、舞蹈、手工艺，音乐、信仰及文学等不同的类型。 

（三）非遗文化的特点表现 

非遗文化主要的特点为民族性、传承性、地域性、活态性、独

特性、流变性等。在文艺界中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

独特性，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在保护过程中应明确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应重视非物质文化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只

有保证非遗文化的真实与完整，才能更好的利用，避免非遗文化的

错误应用，造成非遗文化误解，保证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科学性，

尊重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文化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二、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现代意义 

（一）是传承优秀文化的必要途径 

我国是文明古国具有上千年的文明历史，在发展中积累了上千

年的文化，很多优秀文化至今仍被传承与延续，这些文化积累了我

国先人的智慧结晶，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底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我国正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应用，为人们

生活提供了便利，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在此环境中很多优秀传

统文化被人们所淡忘。我国发展至今具有十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但是在人们的淡忘中导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影响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效果。但是非物质文化是历史发展中逐

渐形成的艺术文化形式，一旦失传将无法再生，文化遗产的消失，

对我国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应提升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的重视，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这将是保护与传承我国优

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要途径。 

（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保障 

文化遗产是国际民族发展的见证，非物质文化是文化遗产中的

重要构成环节，因此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已不再单纯依靠经济发

展，而是对国家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估，主要包含经济实力、战略手

段及文化实力等多个方面，其中的文化实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

相关，由此体现进行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能够提升我国文

化底蕴，还能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为此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应提升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应了解其含有的价值，根据当

前文化遗产保护实际形势制定科学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对策，保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发展能够同步，为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传承与发展提供保障。 

（三）能够增强群众文化认同感 

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会运用多种形式与途径如网

络媒体、电视媒体、微信及微博等，运用不同方式进行非物质文化

遗产宣传过程中能够提升群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能够提升群众

文化底蕴，使群众了解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使非物质文化融入群众

生活中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有利于我国

特色发展。 

三、当前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遗文化人才匮乏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没有专业文化遗产保护人才，

加之没有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导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效果并

不理想，很多文化遗产保护人员没有意识到工作的重要性，对待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过于随意，并且很多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工作没有经

过专业系统的培训，无法运用科学方式进行非遗文化保护，影响了

非遗文化传承保护效果，限制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资金不足 

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没有充足的投入资金，导致非遗文化保护

与传承有心无力，在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环境下，无法实现信息化

非遗文化保护，很多非遗文化保存中依然沿用传统文字及音频的方

式进行保存，落后的保存方式，影响了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效果。很多音频资料无法长时间保存需要及时录制更换，一旦保管

人员忘记，将会出现非遗文化消失的问题，为此应加强信息技术的

应用，改变传统的保存方式，保证非遗文化保存质量。 

四、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一）运用多元化方式宣传非遗文化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正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为了非遗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与保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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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创新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形式，可以借助当前网络媒体、电视

媒体、微信与微博等不同的形式进行非遗文化宣传，提升群众对非

遗文化的重视，构建良好的非遗文化宣传保护氛围，推动非遗文化

的宣传与发展。例如非遗文化保护部门，可以开通短视频账号或是

与综艺合作，运用人们喜爱的方式进行非遗文化传播，提升群众对

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在新时代中运用新型模式进行非遗文化传

承，提升群众对文化的保护意识，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例如

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主要讲解了我国传统美食的制作，

其中包含了我国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此档综艺一经开播收获了大

批饮食文化爱好者的追捧，具有极其热烈的反响，在此过程中不仅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了我国古代饮食习惯，同时提升了群众对传统文

化喜爱，有效促进了传统饮食文化的宣传，在此过程中有很多饮食

爱好者效仿饮食做法，进一步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非遗文

化遗产的种类有很多其中还包含了舞蹈艺术传承，为此在非遗文化

宣传中可以将舞蹈艺术融入校园中。可以鼓励文化遗产保护部门与

校园进行合作，在民间寻找传统舞蹈艺术家与校园舞蹈教师共同编

创传统舞蹈，将传统舞蹈融入校园中，通过课间活动、社团活动及

舞蹈课程的方式向学生传授，保证舞蹈艺术文化的有效宣传与保

护，促进非遗文化遗产与时俱进发展。此外可以将传统艺术文化融

入社区中，由地方传统文化部门组织传统戏剧演绎人员，到社区中

组织戏曲活动，吸引更多的群众积极参与活动，提升群众对非遗文

化的认知与重视，促进非遗文化在更好的宣传与保护，并在社区活

动中正确宣传传统艺术文化的来历，丰富群众文化底蕴，满足群众

精神生活，促进非遗文化宣传与发展。 

（二）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加强传承人力量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提升了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要想保证非遗

文化完整的传承，传承人至关重要。非遗文化传承的方式为代代相

传，传承人决定了非遗文化传承的完整与否。在信息社会发展中人

们娱乐生活不断丰富，很多非遗文化因此被忽视，传承非遗文化的

人也愈发少，主要原因在于非遗文化传承不受重视，非遗文化宣传

人员得不到发展。为此应提升政府部门对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视，提

升非遗文化传承人员的社会地位，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提升非遗

文化宣传的社会地位。可以在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中构建传承人保护

机制，为非遗文化传承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能够立身于社会中，

更好的保护与传承非遗文化，只有提升了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

才能保证非遗传承人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工

作中，从而吸引更多的非遗文化宣传人员，不断壮大非遗文化传承

队伍，加强非遗文化保护的培训，不断强化非遗文化队伍中人员的

素质与责任感，积极投身于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中，解决非遗文化

失传的问题，以此发挥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作用，推动非遗文化

更好的宣传。 

（三）运用信息技术保护非遗文化，进行活态传承 

非遗文化是我国在发展中积累的文化，包含了上千年的历史文

化，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做好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避

免非物质文化消失，推动我国持续发展。在我国很多非遗文化传承

人年事较高，有些非遗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保存就已离世，令人叹息。

信息技术是新时代的产物，具有可视、收藏、储存、发送、处理等

不同功能，在非遗文化遗产保护中，可以借助信息技术进行非遗文

化遗产收集与保存，避免文化遗产失传的问题出现。为此可以在非

遗文化遗产保护中构建信息化保护机制，运用文字、视频、图片等

不同方式进行非遗文化保存记录。例如可以运用录像的方式对村落

非遗文化进行记录，避免环境变化，影响宣传效果，为非遗文化宣

传与保护提供借鉴资料，促进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运用信息技术

进行活态传承，使非遗文化形象真实的留在人们的心中，弥补传统

文化保护与宣传的不足之处。例如，可以将村落非遗文化运用视频

录制，并运用虚拟技术，将视频与真实的场景进行构现，构建非遗

数字博物馆，引导观众在虚拟环境中感受村落非遗文化，同时为群

众提供经过岁月摧残后的村落面貌，提升观众对非遗文化的重视，

意识到非遗文化保护的作用。 

（四）开发衍生品，形成非遗产业链 

非遗文化应与产业相结合，通过与产业相结合，形成产业链，

带动地方产业经济发展，同时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地方非

遗文化保护人员可以与地方产业合作。如传统编织工艺技术，属于

非遗文化中的一种，可以将此工艺技术应用于当地产业生产中，为

产业提供新的元素，创新产业发展方向，同时促进非遗文化宣传与

发展。可以在产业中招聘大批民间工艺传承人，由工艺传承人作为

培训指导员，在企业中培养大批技术人员，制作非遗工艺品，为工

艺技术传承人提供发展机会，吸引更多的传承人员积极参与到非遗

文化传承中，企业在工艺品营销中重视工艺技术来历的宣传与讲

解，在销售过程中普及非遗文化，促进地方产业发展。为了更好的

推动地方非遗文化的传承，应在地方积极组织非遗文化竞赛活动，

运用媒体发布非遗文化竞赛信息，吸纳更多的非遗文化传承人参与

活动，在活动中展示非遗文化，运用这样的方式吸纳更多的非遗传

承人员，引导技艺高超的传承人进入到企业中，带动地方经济，推

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五）完善非遗保护宣传制度，培养非遗文化人才 

为了提升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力度。首先，应在非遗文化单位

内部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明确非遗文化管理责任，对地区内非遗

文化进行分区管理，提升区域内管理人员对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

重视，积极开展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推动非遗文化不断发展。

其次，应加强非遗文化人才培训，组织非遗文化保护专家学者到非

遗文化保护单位进行培训或是开展讲堂，传授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有效对策，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在工作中科学开展非遗文化

保护与传承工作，提升非遗文化保护传承效果。最后，提升政府部

门的重视，获得更多的非遗文化保护资金，为非遗文化保护，奠定

良好基础。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应明确非遗文化

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意义，分析当前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

题，运用多元化的方式进行非遗文化宣传，提升群众对非遗文化的

认同感，构建传承人保护机制，提升传承人社会地位，为传承人提

供发展机会，吸引更多的传承人参与到非遗文化传承队伍中，解决

非遗文化失传问题。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活态文化宣传，提升群众对

非遗文化的保护意识，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开发衍生品，带

动地区产业经济，促进非遗文化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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