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6)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高校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措施

李承融　殷仁行

河北工程大学　河北　056107

摘　要：近几年，大学美术教育在继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不同学科、不

同专业的大学教育在传承与创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特殊的联系，这是

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历史原因。从艺术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记录和研究，并在大学校园中设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地，并培育新一代的文化接班人。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动力与资源进行艺术创作，则是实现其

传承与创新的最好方式，既能赋予其活力，又能使其在当代社会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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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护、传承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国内外研

究的热点。大学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线，既

要努力保护它，也要把它与现代艺术和现代社会生活联

系起来，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可以说，他的路还很长。

在《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学研讨会

综述》中，陈孟昕和张听指出：“提倡全国高校以民族文

化融合的心态积极、紧迫地认识自身的文化资源。特别

是在文化资源丰富的地方，高校要积极地保护和传承地

方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不少大学都在做这件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学

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教育系统中，并设立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一举措充分发挥了高

校在文化教学中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研究，更好地维护了国家的文化命脉，保存

和传承了当地的文化资源。

一、我国高校美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关系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创新实际上是以

民间艺术为基础的，而艺术院校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王树村对民俗艺术的研究，早在半个多世

纪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首先，注意到民间

的一些学者、艺术家的搜集与研究。之后的艺术研究理

论家们也对此感兴趣。鲁迅曾经主张，新木刻要学习民

间的花纸、木刻、插图和漫画。钟敬文先生曾经以民俗

学为研究对象，以民间美术为素材。郑振铎和张光宇也

收藏了大量的纸马和年画，以供编撰[1]。

从1986年起，梁先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民间美术

专业，使民间美术走上了全国高等教育的道路。民艺系

是民间美术专业的一种教学模式，从1986年到1989年，

杨先生先后14次带队，对黄河8个省份的民间艺术进行

了调研，拍摄了《大河行》，搜集了几百件民间艺术珍

品，创办了一所具有教育意义的小型民间艺术展厅。他

和杨洋的女儿《黄河十四走》也作了一篇检阅报告。这

篇报道。指出了民间美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和途径。这是

一种无穷无尽的可能。从此，民间美术成为了人们从艺

术的视角来看待的。民艺系教授陈志林，以中国多民族、

多地域、多地域的民文、考古研究为研究对象，撰写了

《抓髻娃娃》、《生命之树》和《绵绵瓜瓞》等中国文化

研究系列著作。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南京美术学院对

80年代中国民间工艺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工作也有不少创

新之处。

1994年，中央美院民间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民间艺术

研究所，并于1994年成立。在2002年五月，经过二十多

年的学科研究、教育与发展，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

更好地发挥了高校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成立。我国高校在全国范围

内率先建立了以中国民间文化和艺术为主要内容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新学科，并将其纳入到大学美术教学中。

学术教育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对民族文化和艺术的认识

缺失。

由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办事处

的资助，由中国国家艺术研究院于2002年10月举办。中

国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教学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正式发布，为中国大

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拉开了帷幕。大会结束后，该

中心将为全国各高校提供支持和帮助，建立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关的专业。同年一月，甘肃环县成立了该中心。

支持陕北延川，安塞，贵州台江，安徽贵池等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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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地的民间文化艺术项目[2]。

二、高校美术教育在非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

(一)从艺术的视角对非物质化遗产进行考察、记表

与研定

1．以艺术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中国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分散在民间，其艺术与文化价值

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得到反映中国民族特色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必须由专家深入民间进行考察、甄别。就

像乔晓光说的那样。我们要深入田间，深入乡村，去认

识和感知它，把它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源头，作为民族

文化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之源。美术专家对于不同类型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敏锐的认识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

发掘、整理、保护濒危文物时，需要有专门的美术人才。

靳之林在20世纪80年代对陕西民间剪纸艺术的调

查、记录和筛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以其深厚的

美术美学素养，对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予以肯定。高凤

莲，顺溪莲，胡凤莲，高锦爱，赵小祥，白凤莲，都是

当地的民间艺人。此外，中国艺术馆于1980年五月举行

首次延安民间剪纸展览。而且。他对华县皮影艺术的研

究，也是他敏锐的艺术视野所致。首先，杨带领学生对

黄河八省民间美术进行了14次考察。他用艺术家特有的

眼光，发掘和记录了黄河地区几千年来的许多优秀民间

艺术，有些已失传。许多知名的老画家都已过世，他的

青瓷作品也就成了这一民间传统艺术的代表作。

高校美术教育是培养优秀美术人才的重要平台。苏

州工艺美术学院所作的“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研究和记

录，即为一例。苏州艺术学院于二零零一年成立桃花坞

木版年画研究会。2003年，学校走访、搜集了大量珍贵

的文献资料，并走访、记录了《口述桃花坞资料》，2004

年4月，《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画册正式发行。同年，

通过文字、摄影、摄影、录音等手段，对桃花坞年画的

版画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和整理。2005年，他发表了《桃

花坞木刻年画》和《国内桃花坞木版年画收藏目录》两

部颇有影响力的作品.

2．以艺术的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注重表现形式和技巧。也

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魅力在于动态的演出。

除了文字和口述，最直观、最生动的记载方式是社会风

俗、商业、曲艺、杂技、服饰、手工艺等等。这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影像所记

载的各类不同的生命文化，并不是现代人类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对古代文

明的认识。今天.影像和非物质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当

前出版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图集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

载体。经过两年的普查、收集、记录和整理，于二零零

四年九月，完成了世界中国民间剪纸申报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人的生命与艺术》，

是一部以教科文标准为主要内容的无形文物申报作品，

促进了民间剪纸的无形文化保护[3]。

3．本文从艺术史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

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归入人类艺

术的范畴，所以，艺术史的研究也是可以应用的。就拿

民间剪纸来说，这是一种以影像为载体的艺术形式。靳

之林在《我国民间美术的造型体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

“心形”是民间剪纸的造型依据，并将其形象化、形象

化、形式化、风格化等方面加以分析。并以乔晓光《中

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为例，对各地区

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除了分析影像本身。并

对各种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这些方法在大学艺术教学中都具有很大的作用，艺

术院校可以将其引入到艺术史的研究中去，从而更好地

发挥其艺术与文化的作用。

(二)艺术高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基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命的传承.重视传承（尤其是

技术、知识的传承），突出人的要素、人的创造力、人的

主体性。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口碑、大队、

非物质文化遗产、家族禁忌等等，因此，在民间有很多

继承者。然而，目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无后

继无人的困境，因此，美术学院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培

养接班人的地方。具体的实现方式是，学校可以使用图

片、图像，例如绘画、雕塑、电影等，以适应地方的条

件。根据钟福民的研究，这是一种古老的记载方式。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民间绘画[4]。通过“静止的图像，将

中国的各种非物质文化的活生生的记录下来，发掘出中

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非物质文化的特征。邀请艺术院校的

民间艺人，成立非遗工作坊或专门机构，招收符合条件

的艺术生，并对其进行系统的教学。美术生具有良好的

艺术基础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就可以让他们成为下一代的接班人。苏州工艺专科

学校在2002年九月开办了“桃花坞木板新年化培训班”，

以印刷术为基础，对桃花坞的新一代进行了培训。至今

已经举办了三次，并将继续举办。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不断地进行艺术创造和创

新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它将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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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一味强调原始，缺少活力，容

易被时代所淘汰。所以……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要维持其原有的生态环境，又要推动其发展。只是在

生命中成长。这是一种真正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一种动力与资源进行艺术创作，是实现其继承与创

新的最好方式，它能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的生机。同时，

在当今的历史语境中，也出现了新的发展理念。于承忠

的作品是民间剪纸艺术的典型，在技法上把握了剪纸的

特点，尤其是剪子的运用，以及彩纸的简单效果。他将

民间美术的象征与当代艺术相融合，使其具有鲜明的个

性。她的巨幅剪纸《彳亍》，借鉴了古代民间“走迷糊

阵”的风俗习惯，以当代艺术的方法来处理古代题材的

成功范例。吕胜中的剪纸作品是对传统的再认识、再观

察、再观察的一种成功。他“以中国民间剪纸为艺术形

态，以极为传统的形体语言阐释极为现代的文化思想，

以极为简单的象征体系，展现出极为丰富的时间和空间

的意蕴。正确指导大学生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艺术

创作，将会对其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王树村先生对我

国早期艺术学校如何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

探讨，而这些都是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民间美术在很久以前就被划归为中国美术，并

未提及历史上的绘画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文艺政策是为工农兵服务，注重民

间木板的软化，剪纸，彩色塑料，木雕等。1950年，中

央美术学院成立后，设立了美术学院，把荷花与民间雪

花的民间画师，开设了“钱学”班。民间艺人。《面子

汤》（汤子波），张泥人张明山，王洛祥剪纸艺人，潘雨

珍，莲花艺人潘忠贞，雕刻版艺人李文文。此外，有些

民间艺人被送往不同的艺术院校，有些则被派往外地。

还有一些艺术组织也会向艺术家请教“民间美术工作

室”的工作。民间艺人因其社会地位的改变，其衣食住

行、创作环境都有所改善，已处于绝种边缘。“不懂纪律

的锻炼，不懂起早贪黑，千百年寂寞，穿着画儿读书”

的优良传统可以流传和发扬[5]。

（四）有针对性的推进非遗学科建设。顾名思义，非

遗项目就是将有关文化遗产的知识，带到校园里，既能

提升学校的学习气氛，又能促进非遗的保护。大学老师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文化的传承，首先要引

起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并组织有关的活动，让学生在任

何时候都能感觉到非物质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

承与保护与传承是必不可少的，高校图书馆的档案与信

息设备要做得更好，而大学则要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优势，

加强基础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搭建起一个交流

平台，让各大院校与省级、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交流。非遗学科建设是今后文化遗产的一项重大举措，

能够培养出大批的专业非遗文化人才。另外，学校也可

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给学生提供一些优惠，让他们能

够更好的培养出优秀的非遗项目。

三、结束语

总之，大学美术教育对于继承和创新有着重大的意

义：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记录和研究，并

在大学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点，并培养出一代

新的文化传承者。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进行艺术

创作，则是实现其继承和创新的最好方式。在当代的历

史语境中，它能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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