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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关于“地域文献”中的“非遗文化”工作

有效开展新途径

马双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辽宁 盘锦 124000

【摘 要】：笔者通过对盘锦地区“传统文化”中“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现状进行详实分析，总结取得成绩与存在不足，

提出了盘锦地域传统文化资源建设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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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文化”中的”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

展中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体现着特定

地域人们适应自然、乐观生活的智慧与独立的审美情趣。盘

锦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艺术类、文学类、民俗类为

表现形式，以口手相传为主。盘锦地处在辽河三角洲中心地

带，境内无山多水，地势平坦，民风淳朴，世世代代在这里

繁衍生息，孕育了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成为辽河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承延续。因此，对盘锦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开发与利用的研究有着义不容辞的重任，不但是保护自

己精神家园的一项伟大文化传承，同时也是促进盘锦地区经

济文化腾飞的窗口。

从微观上看，就图书馆方面而言，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

发展，读者的阅读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尤其我馆地

域馆藏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师生的阅读需求和科研开发

利用，为了有效开展独特创新的个性化服务，满足广大师生

对地域文化文献资源的需求，创建具有地域特色，代表盘锦

地域文化符号的辽河口文化资源库，利用挖掘“地区传统文

化遗产”为研究内容，搜集、归纳、整理、开发利用，建立

丰富的“传统文化”馆藏信息资源，彰显了图书馆文献资源

的浓郁地域特色，夯实了盘锦地域文化，提升图书馆文献资

源利用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盘锦地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发展概况

1.1取得成绩：

盘锦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 2005年，在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积极配合下，严格贯彻“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经过十

年的探索和实践，非遗保护工作初见成效。在普查工作、市

级名录建设、传承人保护、宣传教育与开展活动等方面都取

得可喜成果，为抢救和保护盘锦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

动盘锦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目前，盘锦市非遗保护名录已完成五批次申报工作，国

家级项目 2 个，省级项目 3 个，市级项目 23 个，县级项目

43个，国家级项目传承人 1 名，省级传承人 2 名，市级传承

人 26 名。

（1）国家级项目

a.盘锦市大洼县二界沟《“古渔雁”民间故事》。2006

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人

刘则亭老人采录有近千则解释古船网由来和反映原始渔捞

生活的神话、故事和传说，搜集渔歌达一千余首。

b.大洼县西安镇”上口子高跷秧歌”。2008年 1 月大洼

县西安镇”上口子高跷秧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扩展名录，上口子高跷秧歌队伍共有 32 人，平均年龄

28岁，由传承艺人张忠贤组织。上口子高跷秧歌已有三百多

年历史，它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浓厚地主特色的民间

艺术高跷跷秧歌队，表演技术精湛，令人叹绝，深受民间喜

爱。

（2）省级项目

a.二界沟排船：是当地渔民对古代造船工艺的一种俗称，

是以纯手工方式制造木质渔船的传统制造工艺，至今已有近

二百年的历史，因鲜有文字记载，排船依靠言传、身授、以

师带徒的形式，在二界沟世代传承，延续至今。二 0 一五年，

这项技艺被列入辽宁省非遗保护项目 .

b.盘锦小亮沟苇编制作技艺：盘锦小亮沟苇编技艺起源

于清顺冶年间，至今已有三百五十年历史，是一种传统民间

手工技艺，历经几代人传承、发展、创新，草编技艺不断焕

发新活力，成为一方颇具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二 0 一五年被

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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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盘锦手工香腊制作技艺：首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历史悠久。盘锦雷氏家族已是第六户人家第 51代

传承人.高香大腊手工技艺是一项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技艺，

融汇了我国 1200多年的古老文化，集工艺品、装饰品、生

活用品于一身。

d.盘山县大荒“皮影戏”的民间艺术 ：2015年 7 月辽

宁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荒皮影戏

由祖师于山东泰山发起，历经五代，传承 150 余年，大荒皮

影戏的重生之路走过 22年，大荒皮影戏的特点古调谱“新

声”是辽河流域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淳朴自然、生动活泼、

唱腔丰富、韵律优美、板式灵活多变，尤其具有盘锦地域特

色的“碱巴蜡”唱腔的定位已经独自形成流派，已成为全省

非遗示范文本。

e.盘锦市田庄台老胡家烧鸡：2015 年 8 月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技艺，传承人胡志雁，2015 年 8 月列

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田庄台老胡家烧鸡”始创于清

朝末年，距今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由胡殿伍先生（回族）

首创，采用独特的制作工艺，加工配料精益求精，成品色泽

枣红明亮，味道芳香，肉质细嫩，烂而连丝，有较高的营养

价值，令食者赞不绝口，回味无穷。

（3）市级非遗项目

盘锦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市级名录 23项.

a.田庄台小吃，反映得以传承的十几家店铺美食的场面，

小吃百余种，刘家果子、老魏家饼店、家家都有动人的故事，

家家都有匠心独具的手艺，家家都有让人难忘的味道。

b.反映盘锦渔业文化，古渔雁延续的二界沟开海节民间

舞蹈，场面宏大，舞龙、舞狮、秧歌、高跷、渔姑舞，船工

号子等，体现了吉兆风调雨顺，福佑渔丰民安的场面。

c.反映盘锦农民业余文化的节日。如稻草节，具有民族

地域特色盘锦符号象征的稻草节是辽宁省唯一、全国独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存在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固定的物质载体，因此在传承上就

有一定的脆弱性。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认识的

欠缺及消失的迅速性，都对其保护增加了难度。 人们也已

经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

（1）法律 体系的构建，如今我国已制定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形成了初步的法律构架，但是仍缺乏完善的法律

体系及机制，需要不断的完善立法保护。

（2）对原生态文化价值认知肤浅，缺乏一定的规划，

旅游市场对民间艺术遗产的庸俗化、廉价开发，对社会造成

文化误导和原生态破坏，缺乏对民族文化资源整体价值的评

估。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已经逐渐受到重

视，但是整体来看，对于整个保护市场的需求还是严重不足

的。大学中与非遗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

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

（4）资金的缺乏限制了保护工作的开展。总体来看，

目前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重视，但是整体来

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情形。年轻人倾慕大

城市里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高工资收入，

纷纷选择到城市工作、生活，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渐渐失去

年青一代的传承。

（6）传统技艺和口头传统和表达本身的困境。传统技

艺和口头传统和表达本身包含着复杂的记忆程序，传统舞

蹈、传统戏剧曲目遗失严重。

（7）现代化的媒体技术尤其是电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威胁。这些因素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8）艺术家在传播传统艺术上力不从心。从事传统技

艺、传统音乐、舞蹈表演的艺术家们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且年

龄在逐渐增大，这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带

来了一定的影响。

2“非遗”资源建设开发与利用的有效途径

将图书馆非遗工作与学院德育教育和“三全育”人相结

合。与学生处，团委、马德教研室联合将图书馆创建的“非

遗展厅”变成学院的德育教育基地。

2.1、依托于市非遗办，做好新增“非遗项目”普查工作

与市非遗办联合成立“非遗工作小组”。在盘锦地域非

物质文化保护政策基础之上，建立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非遗馆藏内容保护名录，采取多种方式全面而科学收集非遗

文化遗产作品，忠实记录下地域各种民俗事象，保存下流传

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为我院做好非遗传承与保护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2创建“馆”中“馆”开展非遗工作

即在图书馆中创建一个小型的“非遗档案馆”。用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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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分别为文字、声像、照片将图书馆开展非遗工作的所有

细节都做以介绍，以便于图书馆更好的传承非遗， 同时为

学院大事纪积累丰富的素材。

2.3 创建“双微”平台，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双微”即图书馆设立非遗项目“微信”和“微博”平

台。在此互动，传播有关非遗的阅读版块等。

2.4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非遗文化的认同感

开展丰富多彩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去社区， 走乡村的

活动，弘扬民族文化，提高了市民、村民、大学生对非遗文

化的认同感，尤其通过校园文化节，文艺汇演，参观庙会更

加增强他们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

2.5 借助旅游项目进行“非遗”开发、保护

如今旅游业的发展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吃住行游购娱乐，

更多的开始关注其文化内涵。这恰恰就需要对“非遗”进行

合理的开发利用，使之为旅游业服务；同时还可以对其自身

进行有效的保护传承与宣传。另一方面，这种商业化行为的

结果就会带来一定的资金收入，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提供资金支持，缓解了学院资金缺乏的困境。

2.6 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如今已成为第一资源，想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对于“非遗”的传承，依赖于传承人的代代相传，这样可以

杜绝越来越多的“非遗”濒临消失之局面。

结束语

盘职院图书馆以“非遗”区域宣传为导向，以开展延伸

服务为宗旨，注重非遗文献开发与利用，推进我院 “全民

阅读”工作有效开展，丰富了广大师生的文化生活，提升师

生对民族文化自觉感和认同感，提高大学生对民族文化整体

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和尊重。总而言之。盘职院的“非遗”

工作，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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