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非遗传承融入百姓生活
清江浦区非遗协会会长、淮安市浦楼酱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言学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现一座
城市特有的品位、精神气质、文化观念
等文化信息。积极推进非遗保护与传
承，有助于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丰富群众生活。因此，非遗传
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与生活

在城市的每个人息息相关。
想要做好一座城市的非遗传承工

作，可以从非遗保护、规划、宣传三方
面入手。

首先，非遗人要做到坚守初心，保
护好非遗项目。作为一名省级非遗项
目传承人，我从事酱油酿造行业30余
年，尽管现在出现许多酱油酿造新技
术，但无论哪种酿造方法，都遵循了古
人酿造酱油的规律，让我切身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多年来，我一

直坚守以古法酿造工艺为主。在我看
来，“坚守”是每一名非遗传承人应有
的情怀；其次，依托非遗基地规划推进
非遗传承。目前，我市建造了很多非
遗基地，为非遗传承提供了平台。然
而，有些非遗基地存在文化色彩不够
绚烂、历史底蕴不够深厚等问题，这需
要在非遗基地建设规划上下真功夫、
硬功夫，让非遗基地不仅有“形”，更要
有“神”，进而营造出真正能吸引大众
的非遗文化氛围，以丰富的非遗文化

渲染城市底色；最
后，加大非遗宣传必
不可少。年轻人是未来
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要想
让非遗得以延续与传承，就
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非
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如今，网
络媒体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借助
受欢迎的媒体平台，将非遗宣传融入
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将使非遗
生命力生生不息。

让中医药非遗惠及更多百姓
江苏淮顺堂养生有限公司总经理 詹天祥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作为省级非遗
项目骨康外敷药酒炮制技艺与市级非
遗项目韩达哉养生茶制作技艺传承
人，在做好传承与保护的同时，还应推

动中医药非遗项目转化，通过市场化
运作方式推动中医药非遗产业化发
展，将中医药非遗方法和技术推向社
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让中医药非遗
惠及更多百姓。

在中医药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
可以在收集整理古籍、方剂上下功
夫。淮安是一座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
的城市，江苏中医流派史上有“南孟
河、北山阳”之说，“山阳”指山阳县城，
即现在的淮安区。然而，随着时间的

流逝，许多有名的老中医技艺已经衰
落，要想使这些传统中医药文化得以
传承，首先要收集整理古籍和方剂，再
分门别类编排，形成著作。在收集整
理的时候，要做到“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这里的“创新”是指根据古今差异
不断尝试、验证，保证其原有的疗效。
因为在以前，很多中草药是在山野间
采摘，而现在许多中草药是人工种植，
进而导致中药在量度、疗效上有所差
异，这就要求我们在收集整理上不能

盲目照搬。
在中医药非遗项目转化方面，可

以将收集整理的古籍、古方进行市场
化开发，生产出当下大众需要的健康
产品，让中医药非遗真正实现现代化、
科普化、大众化，也让更多人认识、了
解中医药非遗，享受中医药非遗的“红
利”。在中医药非遗项目转换过程中，
应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依托品牌效应，
发挥中医药维护健康之效，满足百姓
实际需求，让中医药非遗“活”起来。

不遗余力地传播好家乡戏
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淮海剧团副团长 许亚玲

持续做好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
淮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龚 正

与时俱进做好非遗传承
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淮安市文物局副局长 傅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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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幸参加2022淮安非遗发
展论坛，心中很是激动。45年前，我
在这间房子里上过课，今天再次坐在
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文化保护与非遗
传承，很有感触。

我们所在的这栋楼，不仅有着文
化品质，还有着红色革命记忆，原苏皖
边区政府幼稚园就在这栋楼里。淮安
里运河沿岸的御码头附近，古建筑聚
集，如果把已经失去的古建筑原貌恢
复起来，能够很好地展示城市特有的

文化及品格。非物质文化传承很重
要，现有的物质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也
非常有价值，最终让文化的东西用文
化讲话。

从大的空间来讲，清江大闸口这
片土地是淮安最精华的地方。最值得
淮安人骄傲的就是清江大闸口，正是
因为有了清江大闸口，才将淮安城市
的建筑定格到600年前。一座城市好
的东西，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
好，这样一座城市才能呈现出很好的

底色及底蕴。文化是源自人们心底和
血脉的东西。

文化还可以和经济挂钩，让商业
通过文化的形式表现、表达出来，比如
可以将公共汽车站台与城市文化气
息、文化特质、文化气质相互协调、相
互呼应起来。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让文化的、非遗的东西无处不在，将这
些东西进行展示和呈现，这样才能彰
显城市的文化底蕴。我们要把这些既
有文化质感又有文化底蕴的东西保护

好，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我们
有义务做好文化及非遗的保护与传
承。

作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
苏省首批“名师带徒”及淮安市首批

“名师带徒”的戏曲老师，我很荣幸也
很自豪。在淮安，戏曲要代代相传，要
有一群人不懈地坚守在戏曲舞台上。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戏曲，我
会经常对徒弟们讲，老祖宗留给我们

这么多在舞台上可以表演的东西，如
何让当今人觉得戏曲有价值，每名戏
曲工作者必须不断学习文化，提升自
己的戏曲修养、音乐修养等，让观众为
我们呈现的戏曲作品而惊叹。作为一
名戏曲工作者，必须在文化方面不断
加强学习，因为文化可以在后期一直
学习，这也是艺术的高贵之处。

作为淮海戏的传承人，我从小便
走进戏曲艺术殿堂，与淮海戏结缘已
有42年。戏曲殿堂色彩斑斓，要学的
东西太多，一生都学不完。戏曲艺术
魅力太大，我进入戏曲殿堂便不能舍

弃。如今，我仍在不断学习，一边学习
一边传承。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高，
我们才能把戏曲艺术传承好，把戏曲
传承人手把手带好，将他们的思想提
高到更高层面，让他们去追求更高的
戏曲艺术境界，艺无止境就是这样。

京剧是国剧，淮海戏是我们淮安
的家乡戏。在淮安，今年是淮海戏走
进校园的第12个年头，如今这颗戏曲
种子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孩
子们从小接触戏曲，对他们的学业、审
美以及对戏曲知识和艺术的追求都是
有益的。今后，我还会带着自己的徒

弟及更多淮海戏专业人员
走进淮安更多学校，不遗
余力地传播家乡的地
方戏曲。

连接现代生活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绽放迷人光彩
2022淮安非遗发展论坛举行

非遗传承首先要谈保护，再谈发
展，唯有坚持保护才能避免珍贵文化资
源消亡或流失。面对非遗这一传统历
史文化瑰宝，如何更好地传承延续，以
创新的方式擦亮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文化新招牌，是留给我们的时代命题。

非遗传承需要循旧但不守旧。每
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烙印，那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也
是时代的宠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们现在看到的非遗已不是当初
的模样。历史前进与时代变迁导致非

遗生存土壤动态变化，这就要求非遗
传承人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适应时
代的变化，在坚守初心、学懂弄通祖传
技艺的同时，根据不同时代的特征进
行适时创新，做到非遗传承循旧而不
守旧。

非遗传承需要迎合但不媚俗。非
遗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政府力量的主
导，非遗的历史延续与生长更需要人
民群众提供坚实的土壤。让更多人认
识非遗、了解非遗，才能让非遗真正在
当下“活”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

旺盛的生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思
考，如今人们喜欢什么，容易接受什么
样的新鲜事物或呈现形式。让非遗迎
合大家的喜好，将人们的目光吸引过
来，不断壮大非遗受众队伍，然后开展
非遗文化输出。在非遗传承迎合大众
的同时，应坚持底线与原则，做到迎合
但不媚俗。

非遗传承需要从娃娃抓起。非遗
保护与传承的种子应提前在孩子们心
中播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非遗的兴趣
与情怀。作为非遗人，也应该担负起传

承非遗的使命，主动走进校园普及非遗
知识，举行形式多样的非遗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非遗熏陶。
从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非遗的种子，将
来才能收获非遗的产业大树、富民大
树、文化大树。

乡村振兴如何落地？在
2022淮安非遗发展论坛现
场，深耕淮安本土、扎根淮
安区域的地方银行——
淮安农商银行党委副书
记、行长朱彩涛提到最多
的就是：进一步提供金融
服务，扶持淮安非遗走上产
业化发展之路，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

朱彩涛说，淮安历史文化悠久，人文底蕴深
厚，淮安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瑰宝涉及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进
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

淮安农商银行作为淮安本土银行，有责任、有
义务在保护、传承和发展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付出行动、作出贡献。朱彩涛介绍，近年来，淮安
农商银行主动对接白马湖景区文旅项目，联合淮
安区施河镇、车桥镇、流均镇，淮阴区马头镇、刘老
庄镇等共同打造“一镇一品”文旅差异化产品，同
时组织专人对淮安区博里农民画、清江浦区浦楼
酱醋等淮安非遗项目发展进行探讨，彰显了本土
银行的温度。

“为淮安非遗产业化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全面
提升淮安非遗的市场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
朱彩涛说，淮安农商银行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同
广大非遗传承人、传承活动组织人一起，担起传承
历史、赓续文脉的使命，共创淮安非遗保护与传
承、发扬与发展的新未来。为此，淮安农商银行针
对淮安非遗的传承、发展推出一项重大举措：凡是
入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遗技艺、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淮安农商银行将提供10万元—
100万元授信，并实行最优惠的利息政策。

“今后，我们还将携手相关单位，全力以赴为
淮安非遗传承提供联合化的政银服务平台支撑、
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支撑、市场化的产业模式支撑、
创新化的传播推介支撑。”朱彩涛说，未来，淮安农
商银行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
门的倡导下，积极践行本土银行责任与担当，聚焦
淮安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围绕“把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这一要求，持续加大对淮安非
遗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深入开展淮安非遗产业
扶持工作，进一步推动本土金融和本土非遗的融
合促进式发展，延伸拓展非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

不忘本来，追溯由来。朱彩涛表示，宣传好淮
安非遗、传承好淮安非遗、发展好淮安非遗，定会
为推动淮安特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持续擦亮“伟人故里、运河之都、美食之都、文
化名城”四张城市名片，聚焦打造“绿色高地、枢纽
新城”，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的
奋斗目标增添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文字整理 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 秦艳艳
本版图片 融媒体记者 谭 鑫 陈 帅

6月11日，由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淮安农商银行、淮安报
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清江浦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协办的“连接现
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2022淮安非遗发展论坛在喜马拉雅音乐书
房举行。让淮安非遗“活”起来，让淮安非遗火起来，是本次论坛的
初衷和使命。来自我市的文化达人及非遗传承人从非遗保护、传
承、宣传等多角度，各抒己见，共同探讨淮安非遗发展。

近年来，我市积极策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国家战略，围绕“文史
一脉相承、生态一道整治、产业一线链接”思路，不断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贡献淮安力量，取得
显著成效。目前，淮安有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国家级6项、省级33
项、市级163项、县（区）级近400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4人、
省级26人、市级220人，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
系和传承人梯队进一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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