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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生产性保护难题：弟子难招
非遗生产性保护核心是传承和保护传统技艺，生产不以创造财富为目的，人才难留

昨天是“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成果大展”开
幕第8天。

这次从全国共
选取 180 多个项目
参展，它们都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方面取得显著
成效的传统技艺、传
统美术、传统医药类
项目。活动邀请160
余名国家级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现
场展示技艺。

这次展览显示
出非遗生产性保护
的作用和成果，也为
今后非遗的保护提
供借鉴。但据一些
传承人表示，生产性
保护也面临着一些
困境。

□本报记者 王佳
琳 北京报道

■ 关注焦点

2月5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在中国农业展览馆举行。 本报记者 韩萌 摄

对于荣宝斋木版水印非
遗传承人高文英而言，2008
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

奥运会召开，给北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前所未
有的宣传契机，首批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也是
受益者之一。

就在这一年，由于学习
京剧的缘故，高文英认识她
现在的徒弟张兢，这个出生
在 1986 年的孩子，后来成为
高文英正式收下学习荣宝斋
木版水印的爱徒之一。

4年来，高文英和张兢亲
身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

利用生产，高文英对徒
弟言传身教，“这比照本宣科
来的快得多。”

生产中传承非遗

如今，高文英一共正式
收了四个徒弟，张兢是其中
之一。

张兢原来专业是园林设
计，而要掌握荣宝斋木版水
印的技艺，接触最多的还是
国画，她必须从头学起。

高文英说，她并不过分
看重徒弟专业对口，事实上
她自己当初也不是国画专
业。当年走进荣宝斋的时
候，高文英甚至连美术基础
也没有，几十年坚持下来，高
文英成为木版水印高级技
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张 兢 成 为 高 文 英 的 徒
弟，也是在荣宝斋工作3年以
后。如今，已经正式拜师一
年多的张兢，每天日常工作
就是木版水印的印制，印画，
印制不同画家的画，掌握不
同的技法。

“手工技艺的掌握，有时
就是一层窗户纸。”在印制过
程中，高文英会对徒弟遭遇的
技术难题一一点拨，直到徒弟
印出让她满意的作品为止。

如今，张兢还记得自己
第一次印制汪慎生《荷花小
鸟》作品时的情景。那是她
第一次印制有色彩的画作，
就给她一个下马威。

这幅画的中间有一片巨
大的荷叶，荷叶要有三种颜
色变化。张兢反复多次，却
越印越失败。

高文英发现，这是由于
颜色当中“胶”的含量过大。
经她指点后，张兢再次印制，
画的颜色就清晰多了。

高文英说，自己之所以
能处理一些难题，还是源于
多年从事木版水印印制的积
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就是让自己的徒
弟能在不断的生产当中，像
自己一样，广泛地见识各种
难题，不断积累印制的经验。

而这种经验不依靠生产
者本人的亲身体验，如果只
是通过书本，很难获取。

回报有限 徒弟难招

非遗传承人如今最挠头
的事情就是选徒弟。

“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
继人才”是非遗法规定的传
承人的首要义务。

传承技艺也是文化部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硬
性要求之一。去年，这一硬
性要求伴随《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颁布，再次得到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
定，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
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文化
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
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首批文化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的内联升，选择徒弟也很
艰难。

2009 年 9 月，“内联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代传承
人何凯英正式收下三位“开
山门徒”。拜师仪式上，何凯
英宣读已传承 156 年的“师
训”后，依次接过任晨阳、刘
伟、蔡文科这三位男徒弟双
手敬上的拜师茶，随后向三
位徒弟赠送鸭嘴钳等４样一
套的手工制鞋工具。

三位徒弟全是“80 后”小
伙儿。

如今，已经学艺2年多的
任晨阳，已经专门担任起内
联升“高端定制鞋”的工作，
从量脚画样、配底、上鞋等内
联升制鞋的全部流程，他本
人要全程参与。

而对于内联升鞋厂的普
通工人而言，一般只参与其
中的某一个环节。“这是作为
非遗传人正式徒弟与普通工
人的最大区别之一。”

内联升总经理助理王强
说，现在“80后”孩子眼界宽，
选择多，真正愿意踏踏实实
学门手艺的人并不多，况且
现在这类传统手工艺的回报
也有限，短期内并不能实现
财富积累。

“过去是徒弟求师傅。”
王强说，内联升的传统手工
艺历史上一直是口传心授，
被选为徒弟，对于以此谋生
的制鞋者而言，是莫大的荣
誉，“这至少意味着自己可以
凭着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但
随着时代的变迁，找到一个
有心学习的徒弟不容易。

这样的困惑和担忧在高
文英这里也同样存在。

1974 年，不到 20 岁的高

文英开始学习木版水印，当时
同时与她一起学习的大约有
20个人，如今仍在一线传承和
从事这一技艺的只有她一人。

“这一行每天一坐就至
少 8 个小时，尽量要少动，连
喝水接电话最好都少来。没
有兴趣，谁做得了这一行？”
高文英说，受得了苦，不愿意
走的孩子，她才能考虑是否
收为徒弟。但是“这样的孩
子，现在太少了。”

“关键不是获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这对大多人比较陌生。

“生产性保护”一出，就
在社会上引发诸多争论。有
人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就是让非遗产业化，
逼着非遗挣钱。

“这实际是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误读。”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
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历
史学系教授徐艺乙说。

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马文
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的核心，在于对传统
技艺的传承和保护，生产性
保护的底线是不能破坏传统
核心的技艺，特别是要强调

“留住手工”。
在此次文化部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
评选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
要在生产中实现有效地传承，
让传统的技艺、传统的知识体
系和传统的文化得到有效传
播和传承，最终使中国的文化
得到繁荣。这也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

非遗市场复苏？

作为首批入选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的北
京的单位，内联升千层底布
鞋制作技艺、荣宝斋木版水
印目前都正在经历着行业本
身的复苏。

与八九十年代相比，当
下人们对于自然的回归和个
性的追求，为个性极强的手
工艺技艺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
的非遗技艺要去迎合当下人
们的喜好才能实现传承呢？
徐艺乙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不少传统手工
技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市
场的需求，而只是满足自己
的需求。

类似母亲给女儿做的刺
绣，当生产能力多了，才可能会
考虑到市场交易，但交易并不
是目的。手工技艺本身是通过
手的创造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过去总是说，民间艺术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丰富生
活，美化生活，但事实上他更
重要的是他在创造生活。

徐艺乙说，生产性保护
与生产有着本质区别，生产
性保护是具有生产性质的过
程，但不是直接产生社会财
富的过程，而生产要求对社
会产生财富。出发点不同，
结果自然不同。

为了保证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以传承为目
标，文化部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基地做出了严
格要求。对怠于开展非遗保
护传承或过度开发的企业和
单位，将撤销基地标牌，并向
社会公告。

徐艺乙看来，非物质文化
遗产创造的财富不能用钱来
测算和衡量，其所蕴含的丰富
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是值
得后来者仰视的，而不是简单
的让其适应当下的社会。

■ 名词解释

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的概
念最早提出始于 2006
年。文化部副部长王
文章当年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概论》中提出生
产性保护的理念。

2008 年，在一次青
海举办的唐卡国际论
坛 上 ，首 次 把 生 产 性
保 护 作 为 论 坛 的 一
个 议 题 ，此 后 生 产 性
保护的概念逐渐被提
升 出 来 ，关 注 度 越来
越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性保护的目的，就
是通过国家的政策、资
金、人力的支持，让某一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
类重现完整的生产过
程，在过程中，让相关的
技艺以及知识体系得到
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