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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体系，数据库建设也日臻完善。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

性、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

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法制建设、政策扶持，人才培育、传承人保障、非遗

进校园和生产性转化等方面进行积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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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２００４年中国成为缔
约国。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成了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
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及“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级文化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促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非遗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呼伦贝尔

２５

　《民族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１７ＺＤＡ１１５）、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创新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ＡＭＺ０１５）、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基地专项课题”（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ＺＪＤ００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２日。



市，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积
极探索非遗保护的特点、规律，从政策扶持到资金投入，全方位地不断推动民族地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一、相关成果与研究框架

２０２１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１０周年。１０年来，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有了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新增地方性保护条例３７部，非遗保护法律
法规体系日趋健全；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认定非
遗代表性项目１０万余项，认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９万多人。我国共有４２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① 整个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
重、保护和传承意识有了质的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

的重要窗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近２０年，但从整体来看仍然处在发展

完善的阶段。２００５年伊始，国内学界在非遗概念、内涵、机理、结构、途径等方面涌现出大量的
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从项目挖掘考证、文化内涵、理论方法、社会功能、文化变迁、发展展望等方
面进行了探讨，为相关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但是，对多民族共有项目之间的关
系，跨文化的比较、论证，“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成果较少。如何发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增进
“五个认同”、为国家战略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

目前，关于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非遗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关注焦点主要是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②问题
与困境、③传承的路径、④如何保护、⑤文化产业开发、⑥民族认同⑦等。在呼伦贝尔地区非遗研
究中，达斡尔族、⑧鄂伦春族、⑨鄂温克族、瑏瑠蒙古族瑏瑡等专题研究成果比较深入，个案研究具有
典型性。二是实证研究，关注的领域主要是非遗进校园和非遗体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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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战略，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呼伦贝尔地区在这方面做得
比较好。王学勤以呼伦贝尔学院为研究个案，认为地方高校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
育传承方面有着地缘、文化、人才等诸多优势，应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在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
大学生校园活动等诸多层面建构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体系。这对于提高大
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高素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等都有积极作
用和良好效应。① 三是法律法规方面的研究。研究议题围绕呼伦贝尔市非遗地方立法、②立法
建议③和法律保护④等几个方面。四是非遗与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基于开发主客体的现实需
求，蒋玉华对呼伦贝尔非遗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通过引
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机制、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和科学规划、深度挖掘非遗民俗文化内涵、设计
合理的旅游线路等开发思路，以期促进呼伦贝尔非遗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⑤ 呼
伦贝尔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旅游纪念品开发、⑥内蒙古“三少民族”地区创艺小镇创建路径研
究⑦等也是学者关注的话题。五是非遗与档案建设方面的研究。伊敏认为，图书馆具有保存
文化遗产的职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也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申报、保护工作提供服务的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采集、保存、数据库建设、宣传、展示
与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⑧ 从文化遗产传承视角探讨民俗档
案保护⑨和数字化共享平台研究瑏瑠等成果也逐渐增多。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理论建设、项目挖
掘、传承方式、非遗活化、非遗政策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性传承、文化适应、文化冲
突、文化融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如何提炼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想，打造
有灵魂的文化产品应用到实践中尚有不足；如何提取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为促进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服务仍需加强。

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研究的资料及动态发展对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
基础和思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有关实体经营行为的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
角度。古典的结构—功能论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持一种静态的观点，认为文化遗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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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的文物或藏品。①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采用动态的视角，认为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资
源和文化资产，其价值可以被利用和开发。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到李培林的“社会结构
转型”理论，标志着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范式从古典“结构—功能论”发展成为新古典研
究范式。②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范式从对文化遗产的利用角度探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
型。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应该突破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固化思维。可以采用新
古典 “结构－功能论”的视角，将文化遗产置于动态的研究场域中，分析文化遗产与周围社区
的互动以及文化遗产的功能性变化。③

关于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有学者认为，不同的物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中
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宇宙观对人们如何认知和看待物具有重要影响。关于非遗传承人与当代生
活的融合问题，近半个世纪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让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中“物”与“人”的
本质差异：前者呈现历史，又被时间销蚀，具体的“物”嵌入文化遗产时因其唯一性而价值显著；

后者传播历史，依赖时间繁衍，具体的“人”创造文化遗产时因其卓越性而影响深远。前者由后
者嵌入文化遗产，后者因前者实践其智慧与创造力。也就是说，“物”的唯一性与历史性，成就
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功用与知识；“人”的创造性与传承性，成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感与智
慧。当然，“物”与“人”是文化遗产的“两面”，“物”因“人”而精妙绝伦，“人”因“物”而闻名遐迩。
“人”与“物”相得益彰，文化遗产作为一宗优秀的历史作品得以面世传承。在这个意义上说，国
家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既是时代使然，也是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从整体上看，发达地区的转
型更快、更全面、更深入，落后地区的转型相对较慢、程度较低。从传承人的例子来说，部分传
承人积极参与当代市场生活，塑造自己全新的当代人身份，重新激活文化遗产的现实功能，
“人”的创造性唤醒了“物”的当代价值。④

呼伦贝尔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民族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具有可行性。一是经济全球化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更多受众，其传承方式和途径也在
不断更新。二是教育发展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更多渠道。三是旅游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民
族文化传承提供新的方式，非遗技艺可以通过互联网、视频等方式进行传播和记载。

二、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情况与特点

非遗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底，呼伦贝尔已建立市级非遗保护中心

１处，各旗市区设立非遗保护机构１３处，建设非遗博物馆５座，设立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所３６家，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和蒙古族非遗展厅已建成并对外开放。目
前，呼伦贝尔市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人员共计４５名。其中，中级以上职称２５人，占比５６％（副

５５

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调查研究　

①

②

③

④

参见包秀慧：《人类学视野中的历史人文资源开发与经营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品为例》，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１年。

参见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参见张继焦：《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参见孙正国：《非遗传承人与当代生活》，《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



高以上职称１３人，占比２９％）；少数民族工作者２３名，占比５１％。①

（一）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情况
近年来，呼伦贝尔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参与到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来，不断加大财

政方面的投入力度，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为了完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
建设，２０１９年，呼伦贝尔市本级投入非遗保护业务经费４３８万元，其中，用于自治区传统工艺
振兴及品牌建设的新巴尔虎左旗蒙古族毡绣项目投资１０万元；开设两期总计１００人的自治区
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项目１０万元；向１３２个自治区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发放传习补助经费

６６万元。②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市财政局投入非遗保护业务经费７３９．２万元，其中７２２万元用于
呼伦贝尔地区文联的民歌项目，进一步加大了对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
承力度。

呼伦贝尔非遗中心积极开展非遗资源普查，有序推进非遗数据库建设。开展普查、收集整
理资料是非遗立档保护的重要环节，目前，市非遗保护中心现已整理储存非遗资料８００余卷，

征集非遗实物１２００件（套），储存非遗１０８０Ｐ以上清晰度视频资料４０多Ｔ，相关照片资料３万
余张，为更直观、更完整地保护和传承非遗资源奠定了良好基础。为进一步挖掘、整理人口较
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２０１９年，呼伦贝尔市向内蒙古自治区申请落实非遗保护专项资
金１２６万元，其中用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俄罗斯族四个人口较少民族非遗资源
补充调查资金为４０万元。呼伦贝尔市先后组织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鄂
温克族自治旗开展非遗资源普查和补充调查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
组深入各个乡镇（苏木），在走访村民、居民（含传承人）的基础上，调查项目１５２项，搜集整理非
遗线索１０００余条，填写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表３个（共计３９份），绘制非遗
普查线路图、项目分布图８幅，形成普查文字资料３３万字，搜集整理原始材料汇编４册，发布
非遗资源补充调查相关文件及信息１５篇。所有调查形成的文字材料全部录入电脑，并实行专
人管理。呼伦贝尔市共刻录光碟６００余张，内容包括录音资料１５１小时，照片３．４万余幅，视
频３５１小时，目前已建立起较为详尽的数据档案。③

（二）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文化功能派理论认为，任何文化都有特定的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其

特定的功能和场域。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也是如此。

一是地域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呼伦贝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各族人民千百
年来繁衍生息、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呼伦贝尔位于中俄蒙三国交界的中心地带，游牧文化与
农耕文化在这里和谐发展，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地理上，呼伦贝尔自然生
态多元，东南部为大兴安岭浅山区与松嫩平原交汇处，地势逐渐由丘陵进入平原，气候温和湿
润，这里是东北传统的渔猎文化圈，也是稻作文化区，该地区的达斡尔族从事农业生产，鄂温克
族早期以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２０００年以后禁猎转产后从事半农半牧业。１９４５年前后，朝鲜
族移民搬迁到嫩江流域的各个支流，将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引入呼伦贝尔地区。大兴安岭北
麓地区，则是传统的驯鹿狩猎文化带，最北部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依然坚持驯鹿饲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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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概况》，２０１９年。

参见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２０２０上半年统计数据》，２０２０年。

参见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２０１９年工作报告》，２０１９年。



鄂伦春自治旗的鄂伦春族保持千年的狩猎活动虽然已经停止，转产农牧业，但鄂伦春特色的狩
猎技艺并没有消失殆尽。翻过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地理学上称为呼伦贝
尔高原，每年西伯利亚的寒流首先到达呼伦贝尔草原，草甸型草原使得这里的蒙古族、鄂温克
族始终保持着游牧生活，随处可见的蒙古包和畜牧场景，可以说这里是中国游牧文化的核心地
带和净土。通常，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一定区域内产生的具有相同生计方式和审美观念的文
化结晶，而且受非遗产生和流传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
影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而非遗文化载体，即人类生产的环境对民族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因此，持有环境决定论的学者们坚持认为环境是决定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

二是民族性。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
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成就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
今的文明国家。呼伦贝尔生活着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蒙古族、俄罗斯族、汉族、朝鲜
族、满族和回族等４２个民族，其中全国仅有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在呼伦贝尔。蒙古族、达斡
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及朝鲜族的非遗项目占据呼伦贝尔非遗的９９％以上。从
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各民族的文化符号非常明显，例如，从民族服装样式和图案就可以甄别出
民族和部落身份。从森林到草原，呼伦贝尔多民族孕育了极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并表现出显著的识别性和符号性。如鄂伦春的篝火节、鄂温克的瑟宾节、蒙古族的那达慕、
俄罗斯族的巴斯克节都非常具有民族性，蒙古族医药、鄂温克族的抢苏、达斡尔族的曲棍球更
是其民族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发展传承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要尊重
其民族性，深入挖掘非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发展非遗产业的同时，更要促进各
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呼伦贝尔地区非遗项目各民族分布情况见
表１。

表１　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非遗项目分布情况 单位：项

民族 国家级 自治区级 地市级

蒙古族 ２　 ４１　 ９９

达斡尔族 ５　 ２２　 ３５

鄂温克族 ６　 ３１　 ５５

鄂伦春族 ３　 ８　 １４

俄罗斯族 １　 ５　 ８

朝鲜族 ２　 ３

汉族 １　 １２

　　数据来源：根据笔者调研所得数据整理。

三是多样性。因地理区域相对封闭，有些非遗项目在呼伦贝尔地区是独有的，如驯鹿文
化，全国只有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北麓地区存在，陈巴尔虎柳条蒙古包只存在于呼伦贝尔牧区。
诸如此类的非遗项目，保留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独特性一目了然。多民族聚居造就了
呼伦贝尔多元的民族文化，而多元的民族文化更是体现在非物质外文化项目的类别方面。呼
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总共４００多项，囊括了民间文学、民族传统体育、民族音乐舞蹈、传统手
工艺、民族医学，曲艺、民俗等七个大方面，类别广、项目多样是呼伦贝尔非遗的最显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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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见表２）。因此，在研究呼伦贝尔非遗的时候，应该
整体地去认识把握，才能真正地了解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情况。

表２　呼伦贝尔地区非遗项目分类 单位：项

项目类别 国家级数量 自治区级数量 呼伦贝尔地区级数量

民间文学类 ８　 １０

音乐与舞蹈类 ７　 １８　 ４６

传统体育、游戏竞技类 ２　 １４　 ２３

传统手工技艺和美术类 ５　 ５７　 １０９

传统医药类 ３　 １７

民俗类 １　 １７　 ４５

曲艺类 ５

　　数据来源：根据笔者调研所得数据整理。

三、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功能的衍生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表现出新
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结构”。① 在以往文化传播过程中，非遗产品主要服务于展示和旅
游的需要，但随着文创产品的开发，非遗中的一切元素作为一种文化的整体，可以被寄托于某
种物件当中，无论是产品的外观，还是蕴含的文化内核，都可以作为当代非遗的文化表达，传统
文化也由此发生了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换，使非遗实现了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
的转变，变为内源性文化生产要素。文化产品从以往的普通旅游纪念品的纪念性功能衍生出
更多的功能，呼伦贝尔地方文化能够通过产品的被使用，渗透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进而带动
了其他文博机构和人文资源传统文化的转型。

一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为适应非遗活态流变性
和整体性特征而采取的一种区域性整体保护模式。２００６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积极组织专家学
者、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与有关部门合作，多次到旗市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走访调研，
在民族文化保护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划定保护范围，制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
目前，呼伦贝尔已成功申报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４个，且全部为“三少民族”文化生态保护
区，分别是：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文化生态保护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
文化生态保护区、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
区。在建设过程中，各保护区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总结经验规律，非遗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通过因地制宜出台当地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不断完善非遗名录与项目保护体系，稳步实
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加强抢救性记录工程和非遗数据库建设，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展示
展演活动，推进“非遗＋旅游”等举措，提升文化生态保护区知名度、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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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宇军、张继焦：《历史文化遗产与特色小镇的内源型发展———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分析框架》，《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二是启动并开展了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呼伦贝尔市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四级非遗保护体
系。呼伦贝尔的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名录建设，无论是非遗保护项目数量，还是传承人群数
量，在全自治区都占有较大比重。① 目前，已成功申报巴尔虎长调、鄂伦春赞达仁、鄂温克服
饰、达斡尔乌钦等１７项国家级非遗名录，在全自治区占比约２０％；巴尔虎服饰、甘珠尔庙会、
达斡尔族刺绣等１２０项自治区级非遗名录，在全自治区占比约２４．６％。传承人数量位居全自
治区之首，其中国家级传承人１０人，自治区级传承人１４６人，地市级传承人４６５人，旗县级传
承人７８５人。为完善四级保护体系建设，呼伦贝尔市每两年组织市、各旗市区进行项目推荐，
经市直各部门、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政府网站公示等流程，申报非遗项目。
目前，公布呼伦贝尔地区级非遗项目２３０项，旗市区级非遗名录４５７项。每年组织非遗传承人
及从业者参加各级培训班，提高传承人技艺水平。认真实施非遗传承人履职情况评估工作，通
过与非遗传承人签订目标责任书，综合考察传、帮、带工作实绩等方式，加强对自治区级以上非
遗传承人的管理工作。

三是推动非遗进校园。呼伦贝尔部分旗市区已将非遗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组织青少
年参观非遗博物馆、传习基地，面向学生开办乌春、扎恩达勒、哈尼卡等手工艺课，从源头培养
青少年非遗保护兴趣和意识。

四是通过非遗项目增加就业和经济收入。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传承民族文化
和增产增收的需求，呼伦贝尔市各级政府持续推进“非遗＋旅游”“非遗＋传统工艺振兴”“非遗

＋扶贫”工作。通过邀请非遗专家、传承人、从业者举办蒙古族毡绣、巴尔虎服饰、索海固图勒、
桦树皮制作等非遗保护项目专项培训，引导非遗从业者和致富带头人提高技艺水平和创新能
力，促进增收就业。相关非遗产品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发展振兴传统工艺，招聘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使非遗衍生品研发制作能够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其
中，陈巴尔虎旗文化馆设立在金骄蒙元文化传承发展有限公司内的非遗实景展示基地，安置就
业岗位８０多个；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通过鄂温克旗传统工艺类非遗保护项目———“鄂
温克希温·乌娜吉”，用提供原材料、传授技艺方式，带动１１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每户贫困
户全年增收４０００－８０００元不等。

五是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积极开发、打造民俗节庆品牌，以加大文创产品宣传推荐为抓
手，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每年各旗市区政府通过举办“鄂伦春篝火节”“鄂温克瑟宾节”“伊
慕讷节”等大型民俗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关注并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在景区内设立非遗展
示园，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设立非遗游客体验区，销售非遗衍生产品；将非遗宣传展示融
入自治区内外重要文旅推荐活动中，成立迎亲草原民俗文化产业园、鄂伦春乌力楞文化生态
园、达斡尔民族园景区非遗文化展示园等园区。通过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及展销、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民族演艺事业发展不断探索非遗体验式旅游新路径。

六是体现了人与物互动的人类学意义。一是对于审美需求的满足。呼伦贝尔地区非遗文
创产品设计者的设计初衷是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借用，制作出具象化的产品来表达非遗之美。
因此，大部分产品都具有赏心悦目的外观，也是消费者购买文创产品的动因之一。二是表达对
美好生活的希冀。呼伦贝尔非遗文创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具有祝福和蕴含吉祥如意的产品是
其主要特点。以物件来寄托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寓情于物情怀的表现。三是产品的人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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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功能在社会化的主体间互动中得到实现。有些文创产品的最初功能指向并不涵盖社会交往
功能，由于消费者在主客体互动过程中推动了文创产品功能的改变，使产品的功能场域扩展至
更大的范围。

四、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典型
案例：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从内生文化角度来讲，民族地区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社会各界都在关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转化，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传统—现代转型的新模式。

“太阳花”，鄂温克语又称希温伊勒嘎，是根据鄂温克族神话故事太阳姑娘演绎出来的鄂温
克族配饰，配饰原型以动物的皮毛为主，镶嵌一些美丽珠宝等。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由鄂温克
族自治旗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鄂温克族希温·乌娜吉（太阳姑娘）制作技艺被批
准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太阳花工
作室”，成立于２０１０年，经过１０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呼伦贝尔，乃至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
明星单位、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户示范户。公司创始人乌仁也入选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２０１６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建成，乌仁将公司迁至园区，员工也由最初的１
人发展到１４人。

（一）“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

１．深入挖掘太阳花本身的文化底蕴及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通
过不断劳动创造出来的精神结晶，蕴含着人类祖先的智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代际情感。鄂温
克族是古老的森林民族，鄂温克人在狩猎、游牧生产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创造
出了各种绘画、刺绣、雕刻、剪贴等艺术门类。创作灵感大都来自大自然中的各种花草树木、游
鱼鸟兽、天上的日月星辰及云朵。例如，“太阳花系列配饰手工艺品”来自鄂温克族先民对于太
阳的崇拜。该产品除了其本身的设计价值和材质成本外，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寓意也是无形的
价值，太阳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的手里被赋予了灵魂，被赋予了生命，而这种生命不单单是
艺术生命，还包括具有的经济价值。

２．走出去的宣传战略与产品创新理念并行。２０１０年开始，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每
年参加各地举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销会近４０场次，早期的参展因为产品单一，且做
工粗糙，销售很差。２０１５年后，公司利用客户需求分析的方法，研发客户分析系统，开始不断
地开发太阳花的衍生品，并在材质和技术上取得突破，相继开发了胸针、耳环、冰箱贴、手机支
架、鼠标垫、车挂等产品。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展销收益１００
多万元，其中２０１９年收入３５万余元。公司在不断探索着“太阳花”传统与创新的各种可能的
同时，利用互联网平台做线上线下推广，扩宽了营销渠道。新冠疫情暴发后，公司的线上销售
优势显著，仅２０２０年５月份制作的手工艺品销售额就达到了３万元，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每年几十次的国内外展销会，让更多人看到鄂温克族的手工艺品，不仅传承了民族的
传统文化，传递了优秀民族精神，还不断带动着牧民脱贫致富，因此说走出去战略、客户需求分
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实现市场化、现代化的必要手段。

３．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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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
八大以来，教育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作为固本工程和铸魂工程来抓。２００８年，原文化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的通
知》，对推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提出要
求，要指导各地各校充分利用校外活动场所和公共文化设施，组织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授课、示范性教学展演展示等活动，引导未成年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自觉接受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导各地中小学组织举办“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活动，充分结合
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学习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产品。自２０１８年开始，太阳姑娘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始接待第一批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研学团队，２０１９年公司成为呼伦贝尔
市中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传承基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衍生出“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学”模式，探索出文化传播与旅游产品融合发展的新途径。仅２０１９年基地就接待研学
团队７０个，共计１５００人，研学一项获利１０万元；２０２０年接待３６００名中小学生；按照签订的
协议，２０２１年基地将接待２５，０００名中小学生（每人每堂课收费３７元）。① 这样的营销模式不
仅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而且很好地化解了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营销困境。

４．多方位整合求发展。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多年纪较大，思维相对于年
轻人比较保守，对于市场的了解不足。呼伦贝尔也是如此，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都处在
赔钱或收支持平的状态。但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整合各种资源，利用多种渠道，主动对
外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并与时俱进，利用新媒体来拓展销路，实现了持续创收。首先，公
司在早期，依靠政府的扶持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其次，在公司起步阶段，获得了 ＮＧＯ机构
平安普惠３万元无息贷款，这种融资方式对微小企业，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帮助极
大。再次，公司在发展时期，经常邀请媒体、专家、学者参观指导，不仅达到了自身宣传的目的，
而且为产品的文化研发注入了活力。

５．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共同体。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企业需要遵从市场规律，针对市
场需求不断地创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１０年的打磨中
逐渐确立了太阳花的品牌影响力。与此同时，不断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合作，创造出太
阳花品牌旗下的衍生品。例如，呼伦贝尔的毡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做工及设
计落后，传承人思想守旧，导致迟迟无法打开市场。太阳花与毡艺传承人全面合作，打造产业
共同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制作了毡质的电脑内胆和屏保电脑保护套，并在政府的扶持
下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车间。以２０１９年为例，太阳花扶助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２名，
每人每户增收近３０００元。目前，已经有７００多人参与过太阳花团队的订单，其中有２６４人是
贫困户。温暖公益获得了回报，政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文化产业方面给予５０万元的奖
励，使得太阳花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同时，公司助力精准扶贫的行
为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二）“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的启示
第一，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模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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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２０２０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工作报告》，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无论是政府，还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都需要解放思想，坚持走出去战略。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尽量保持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
因地制宜地去发展创新，加大产品创新方面的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产业化要时刻针对
市场需求，去调整产品布局和营销策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去传播宣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多种经营和参与多方合作是太阳姑娘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成功的秘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自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三，适应市场需求，整合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或个人是保护、传承、弘扬、振
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力量，市场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创新发展的孵化器。要想做大
做强，就要打破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产品局限，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创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品牌相关的衍生品，遵从市场的需求，突破自我，跨区域跨行业合作。

第四，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园区建设。国家文旅部提出“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
色鲜明、民众受益”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的建设目标。政府部门作为责任主体应积极组
织传承人参加各类展示展演活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
度、美誉度。各地方、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建设中应实现旅游功能、产业功能与城市功
能的有机联动。

第五，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和研究有机结合，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校园中重生，在青少年中得到活态传承，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于社会的实际
意义。

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实践，是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

五、呼伦贝尔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要问题

１．缺乏专业的非遗保护机构和专业管理人才。第一，呼伦贝尔市及下辖的各级非遗保护
中心都挂靠在文化馆，专职工作人员极少，大都身兼数职。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工作重视程度
的加强，各级文化馆本就有限的工作人员身兼公共文化和非遗保护双重职责，工作强度过大。
非遗项目管理人才不足，据调查，呼伦贝尔市文旅广电局非遗科２０１９年刚刚从原社会文化科
分离出来，科室只有２人；呼伦贝尔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非遗工作的专职人员正式职工只有１
名，聘用人员３名，忙于日常工作尚人手不足，很难深入系统开展工作。基层非遗管理人才缺
乏的情况更为严重。虽然文化主管部门一直积极组织专业骨干参加自治区级和呼伦贝尔市级
培训，但依然无法满足“非遗”保护工作需求。第二，呼伦贝尔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如果不懂得
当地的民族文化很难开展工作。非遗工作人员大多不懂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客观上
使得非遗工作开展得不充分，如非遗相关材料缺乏蒙古文版本。特别是蒙古、达斡尔、鄂温克、
鄂伦春、俄罗斯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型人才缺乏，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
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缺乏理论知识和高超技艺兼具的新时代传承人和传统工艺大师；
缺少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以及既懂非遗保护工作发展规律，又懂市场运作规律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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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保护和发展的经营管理人才。

２．地方性非遗相关法规政策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缺少统一的指导规则，许多
已经制定单行条例的地区，条例中的规定也是照搬其他地区的法律法规，缺少论证和实地调
研，没有真正适合自己地区的发展。从制度来看，关于民族地区的濒危性质的非遗项目和非遗
传承人的传承体系，政府层面缺乏系统合理的规范，非遗传承人认定细则缺乏，特别是对传承
人的保护细则缺失。

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后继乏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
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
的技艺，他们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的
“执棒者”。就呼伦贝尔来说，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
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因此，保护传承人和提高人的观念，要比保护简单的物质更复杂。
而当今传承的基本方式也只有父传子，母传女的形式，传承范围较窄。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
突出（见表３），而受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和经济收入的影响，年轻人对学习本民族语言、生
活习俗、传统技艺等兴趣不足。① 呼伦贝尔地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在６５岁以上，且
都是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牧区和林区，汉语水平较差，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较低，思想保
守。对于代际传承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传承人思想需要去解放，需要与时俱进，从目前情
况看，中青年的传承人对于非遗文旅结合方面做得明显好于老年传承人。

表３　呼伦贝尔地区非遗传承人年龄结构

级别 最大年龄（岁） 最小年龄（岁）

国家级 ８０　 ３８

自治区级 ８２　 ４２

呼伦贝尔地区级 ７１　 ３３

　　　　　　　数据来源：根据笔者调研所得数据整理。

４．非遗申报属地原则问题突出。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认定的特殊性，以及
由于非遗工作者普遍存在业务不专，对于传统文化及认定对象的不了解等诸多因素，导致呼伦
贝尔各级非遗认定存在着一些问题。早期认定程序缺乏明确的指导，工作方针不清晰，出现很
多认证问题。其次，属地管辖问题弊端突出，尤其是在非遗传承人认定领域的问题多、意见多。
例如，呼伦贝尔三个牧业旗以蒙古族为主，三个自治旗以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为主，额尔
古纳市以俄罗斯族为主，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民族特色等因素，一些地区在申报非遗项目
和传承人的时候，往往只申请享受当地自治权利的主体民族传承人和项目，而忽视了其他民族
传承人，为此，很多少数民族传承人要到享受本民族自治的旗县去申报。但按照属地原则又是
不允许的，因此，很多具有传承人资格的人和项目不能获得相应的资格认定。

５．非遗保护工作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呼伦贝尔市各级政府均未设立非遗保护中心的专项
经费预算，非遗保护中心开展活动所用经费均为文化馆免费开放资金，导致各级政府本就紧张
的公共文化资金更为紧张。呼伦贝尔市在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分别拨付“文化创作和保
护经费（含非遗保护）”２０万元、１８万元、１７．２万元，拨付额度逐年递减，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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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崔航：《呼伦贝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对策》，《呼伦贝尔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足非遗保护工作需求。① 市本级财政尚未对呼伦贝尔地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发放传习补贴
经费，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非遗展演、展示、传承活动也很少能解决传承人的基本吃、住、行、展
品运输等费用，导致传承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公共文化资金和非遗保护资金主要来自上两
级转移支付资金，旗县文化资金申请项目难度大，需要制作文本等前期费用较高。文化产业资
金连年申报未果，标准过高，小微企业无法享受资金。各地区大部分传承人居住地较分散，而
且在偏远的牧区，普查和搜集季节性的项目需要多次下乡，多次采访来进行挖掘整理。往往由
于缺乏保护经费耽误了挖掘普查的最佳时机。之所以很多非遗项目不能很好地开展，大多数
限于资金问题，每年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项目和传承人都有配套资金补助，其中每年国家级传
承人２万元、自治区级传承人５０００元，而到地市级和旗县级的传承项目和传承人是没有专门
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的，很多项目的开展都需要传承人自掏腰包，或者像当地非遗工作人员
说的靠“情感”支撑运作。

６．非遗保护项目产业化难度较大。一是部分非遗保护项目与现行法律有矛盾，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非遗保护项目完整传承和发展。例如，达斡尔车制作技艺、桦树皮制作技艺选材过程
均与现行法律相冲突，很难按传统方式完成选材及前期仪式。二是非遗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
很难掌握新型传播、市场销售等手段。同时，对非遗产品及非遗系列衍生产品设计和功能开发
等方面思维较为固化，很难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民族文化产品种类、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
高。三是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相关非遗项目经营方式大多以手工
作坊、家族式生产企业以及合作社形式为主，规模较小、产量及销量均较低，产业化有一定
难度。

（二）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对策建议

１．加强各级传承人的保护和扶持力度，提升传承能力。抢救和保护那些濒危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已成为时代赋予的使命。因此，为解决非遗技艺传承人才“断档”的问题，需组建一支
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兼备的人才队伍。按照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类别特点，因
“类”制宜地制定出符合“以人为本、活态传承”的保护措施。例如，对７０岁以上的传承人进行
抢救性保护，加强中青年非遗传承人能力建设；在后备传承人的培训和培养机制上探索切实可
行的办法等。持续推进“非遗传承人研修研培计划”，提高传承人履职能力和水平。② 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为活态传承，应落实传承人的各项保护措施，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力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关键的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失去了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可学习借鉴日本的“人间国宝”的政策，在传承人的保护方面应制定一
些措施，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③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量较少，应有针对性第对国家级和省
级传承人的传承项目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扶持，包括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记录，传统技艺的整
理，建立传习孵化器，对于市场前景广阔的易于产业化的传承人和传承项目给予资助。④ 对已
经认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活动要采取必要的方式予以支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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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关于申请呼伦贝尔市级非遗保护专项经费的函》，２０２０年。

参见王学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在地方高校的构建与实践———以呼伦贝尔学院“三少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例》，《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参见韩冰：《日本“人间国宝”制度对我国的启示》，《边疆经济与文化》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刘东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文化意义阐释———基于“文化记忆”的研究视角》，《高校图书馆工
作》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整理有关技艺资料、提供传习场所，适当资助代表性的传承人传艺，组织开展研讨、展示、宣传、
交流合作及提供其他帮助，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档
案，给传承人提供一个非常有利于生存和传承的环境条件。

２．深入挖掘非遗资源，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在保存好现有非遗项目的基础上，加强对非遗
资源补充性调查，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加强数字文化馆和数字化资料库建设工作。采取数字化
与网络化等保护方式，利用音像等多媒体手段进行记录，建立数据库；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
媒体形成资源共享。加强传统表演艺术和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发，提升现有民俗节庆品牌影响
力，挖掘打造新的文化旅游品牌，形成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加大非遗传习所和非遗研学
基地建设，加强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特色小镇创建的建设，加大乡村基础设施、道路建设、医疗
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饮食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使非遗资源与饮
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手艺等相结合，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建立健全保护机
制，将非遗保护纳入各级政府议事内容、财政预算、考核指标，推动各方面力量促进非遗保护工
作协调发展。在呼伦贝尔市文旅广电、发改、财政、人社、住建、教育、卫生、体育、档案等部门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引导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非遗保护保存工作，为非遗工作营造良
好的制度环境。

３．加强立法，完善保护机制。随着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氛围的整体提升，呼伦贝尔
应逐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的贯彻执行，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呼伦贝尔市人大应该结合本市非遗实际情况尽快出台相
关的工作办法及条例，以规范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并结合非遗分布现状和保护工作实际，
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宣传工作。① 及时出台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非遗认定细则刻不容缓，从
制度上和程序上，打破呼伦贝尔辖区内各旗县的地域界限，鼓励传承人的跨旗县级流动，坚持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地落实传承项目及传承人认定工作。

４．努力营造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氛围。组织各级各类文化骨干进行公益讲
座；开展舞蹈、声乐、摄影、美术、非遗保护等方面的公益培训，开办各种公益展览。加强对代表
性传承人的业务及专业培训，树立典型，增强各项目传承人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品牌意识，提
高非遗产品及非遗衍生品设计能力，让非遗走进生活，提高非遗传承人履行非遗保护职责的能
力和传承能力。将民族文化保护与文艺精品创作紧密结合，提倡和鼓励专业文艺团体、业余文
艺骨干利用文化遗产项目内容创编、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遗产情景剧等文艺节目，让人
民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了解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及传统礼仪文化。继续开展传承基地、民
俗文化村的命名工作。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传承人，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
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予以鼓励。

５．促进文旅结合的市场化运作。非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文化内涵及特质，
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民间文艺资源、饮食文化资源、工艺美术资源和医疗技术资源等，
市场化运作是促进其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加大文化科技创新与整合
力度，树立正确的产业发展观，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着力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为非遗文
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提供保护基础。要从政策上继续扶持传统手工艺，在遵循传统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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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百秋、陈昊、刘悦、郑强、丁鹏：《呼伦贝尔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
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的同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实践，生产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作品，以产品消
费促进经济提升。持续推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整合现有的制作加工作坊、非遗传习所、非
遗展示基地资源，向游客开放活态传承展示场所、非遗衍生品销售基地，拓展非遗旅游线路，推
进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元素向旅游产品转化，构建非遗科学保护新格局。

六、结　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需要活态保护、活态传承。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理念，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相结合，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
游业，文化产业、文创产业与乡村振兴产业相衔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融入现代生
活，体现时代价值，是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供了
政策和方向指引。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产生于自给自足的狩猎采集、游牧、农耕、海洋
等经济文化类型之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进程加快
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面临冲击、加速消亡的现实挑战，也
面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机遇。在后工业化的今天，经济全球化使得传统的非物质文化
很难与现代生活融合，如何通过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提供民众的文化自信，是这个时代
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①党的十九大将“加强文化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作为坚定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写入报告之中。《“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
增强科技赋能，把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持续推
动其融入现代生活、体现当代价值，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② 呼伦贝尔应以
此为契机，抓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

〔责任编辑　马　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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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鹤岗市向阳区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ｈｇｘｙｑ．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ｃ＝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０８６，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参见郑海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令人瞩目》，《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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