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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建设中的“非遗”保护与开发

——以嘉兴市为例

林佩佩 赵为佳 郭雅欣 章栌文 冯青松

(嘉兴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体现和代表性内容,但目前其在保护和

开发利用方面面临着众多难题,这在特色小镇建设浪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对小镇居民､地方“非遗”保护相关负

责人及“非遗”传承人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结合对特色小镇的实地考察,对嘉兴市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开发及传承的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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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地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严重冲击,如何做好“非遗”保护正成

为当前社会关注热点｡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键在于将“非遗”保护融入所在地的可持续发展之中,这一点与国家和浙江

省正在大力推进的特色小镇建设不谋而合｡

目前嘉兴市有 27 个市级特色小镇,9 个省级特色小镇,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走在全省前列｡另外嘉兴市作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具有 2项世界级､15 项国家级､62 项省级及 140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兴“非遗”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极具地方特

色,具有巨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价值｡本课题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嘉兴特色小镇建设中“非遗”保护与开发现状,找到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对策建议,为当前嘉兴市特色小镇建设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助动力｡

1 调查结果分析

在实地调查中,为深入了解嘉兴市特色小镇建设中的“非遗”保护与开发情况,小组选择了问卷调查法与抽样调查法,调查对

象选取了嘉兴市各特色小镇居民,走访了“非遗”传承人和地方“非遗”保护相关负责人,保证了调查全面性和可靠性｡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 103 份,回收有效问卷 95 份｡

1.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有效调查问卷结果中,从年龄分布看,调查对象中老年人居多,41岁以上的居民占 57.9%,与被调查地域相符,嘉兴市老龄化现

象严重,长期在小镇居住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且他们长期生活在小镇中对内部政策及变化的了解程度更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该

抽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从地域分布看,本地人占受访者的 70.53%,外地人占 29.47%,被调查的更多的是当地居民,对当地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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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更深｡

1.2 现状与问题

1.2.1 居民对“非遗”了解和认识较模糊

调查显示,有 68.42%的受访居民不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余受访居民大部分对“非遗”只是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并且

对当地的特色文化也知之甚少｡在受访居民中 84.21%表示知道当地特色小镇建设中融入的特色建筑,42.10%受访者知道当地的故

事传说,对于这些身边随处可见的特色建筑和耳熟能详的故事传说他们较为熟知,但对于其他传统工艺､文化遗址等了解相对较

少｡从受访者对“非遗”的了解途径上看,通过非本地新闻媒体占比大,其中新闻媒体占比 65.26%,其他方式占 20.05%,如图 1｡

1.2.2 居民对特色小镇建设的态度存在分歧

根据实地访谈我们了解到对于商业运营者来说,随着政府对小镇的规划建设以及媒体的对外宣传,小镇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吸引了众多外界游客,商业团体入驻小镇,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很多小镇本地人表

示,小镇建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两面影响,积极方面,环境较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但是物价也随之提高,另

外小镇规划需要拆旧建新,对于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群来说,虽然补偿丰厚,但却少了那一份人文情怀｡旧地改造,故邻改迁,很多

老居民表示惋惜,同时在拆旧建新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当地的部分特色文化会流失,传统特色会在商业化浪潮中逐渐失去本

来的特色味道,特色建设会遭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等｡

1.2.3 特色小镇文化建设方面较为薄弱

数据显示,67.37%的受访居民认为在当地特色小镇建设中潮流文化融入地更多一点｡可见,在当前的特色小镇建设中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挖掘还不够,这些优秀传统还未真正融入进去,让居民感受还不太深｡另外 44.21%的受访居民认为特色小镇建设应该

侧重文化建设,45.26%受访居民认为文化建设和商业建设都应注重(如图 2)｡由此可见当地居民对文化建设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

特色小镇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及“非遗”保护与开发也正是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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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居民对“非遗”融入小镇建设呼声大

多数群众在调查走访中表示,希望能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开发过程中多角度多渠道多手段地结合当地的实际,将具有当地文

化遗产融入其中｡这样一是能凸显特色,有效避免千篇一律的建设;二是能把文化的内容合理融入到产业发展中更好地促进群众

增收｡真正使所谓“少数人”手中传承的优秀内容“活起来”,真正实现特色小镇建设中“非遗”的活态传承｡

1.2.5 传统“非遗”发展空间小

在对特色小镇非遗传承人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非遗传承人大部分的公益表演费用都是自费的,他们迫切希望政府能

够给予传统文化更大的支持力度,给予传统文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下去｡调查中,有 98%的非遗传承

人认为如今生活商业化气息太浓,缺少了以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比如群众文艺､游园会､灯会､游行､吊笼灯等,在这种氛围下,

传统文化发展空间显得尤为小｡

1.2.6 “非遗”传承人才断层现象严重

非遗传承人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对传统技艺都不感兴趣,技艺人才断层现象严重,“非遗”传承后备人才匮乏,很多

传统技艺存在失传的威胁｡

1.3 调查结论

调查显示,嘉兴特色小镇得到一定发展,但就其“非遗”保护开发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1)嘉兴市特色小镇对“非遗”的保

护开发没有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多数小镇居民对当地特色文化了解程度低,缺乏保护和传承的意识｡(2)嘉兴市特色小镇建设

中政府在“非遗”的保护和开发执行力方面较弱,存在滞后性｡(3)嘉兴市特色小镇建设中商业化气息浓重,偏重潮流文化,对传统

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不高｡(4)部分特色文化在特色小镇商业化浪潮中失去本来的味道,特色小镇中的文化建设较为薄弱｡(5)嘉兴

市特色小镇建设对非遗传承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力度不够大,关注度也还不够高,另外非遗传承人才断层严重｡

2 嘉兴市特色小镇“非遗”保护建议

2.1 切实加强居民对当地特色文化的认识,强化“非遗”保护意识

小镇居民对当地特色文化的认识程度较低,对非遗保护的意识不强｡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因此需要切实加强居民对当地特色

文化的把握,提高居民对“非遗”的了解和加强保护意识,居民通过亲身体验深刻体会“非遗”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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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好地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继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特色文化打造成特色小镇的特色“名片”,面向大众,推广特色小镇｡

2.2 深挖文化资源,提高文化定位辨识度

嘉兴市较多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对当地特色文化挖掘不深,对当地历史渊源､风土人情把握不准的问题,因此对于文化定位

要准,要彰显传统文化､地域特色和富有较高的辨识度,特色小镇建设中在开发阶段要对当地特色进行深入了解,要使传统文化能

够得到充分挖掘､整理､记录,使文化遗存得到良好保护和利用,让“非遗”得到活态传承;要形成独特的文化标识,与产业融合发展,

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得到充分弘扬｡同时可以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借当地特色工艺,故事传说等元素,开发创

意文化产品,突出特色,促进当地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

2.3 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充分挖掘民间传统艺术,走群众路线,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文艺活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者生活满意度,提高百姓文化生活幸福度｡特色小镇丰富文化生活可以定期在各街道､社区搭建基层文艺活动表演平

台,增加基层文艺活动表演舞台,使得群众文艺表演者有更多舞台可展示,群众能够通过更加便捷的渠道观看优秀的传统文化展

出;可以通过话剧表演､电影等形式宣传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使“非遗”深入人心,提高人民的认同感,为“非遗”保护与开发建

立群众基础,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作用,动员人民的力量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事业中去｡

2.4 加大“非遗”保护与开发投入

嘉兴市特色小镇中大多非遗传承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经费不足,并且缺少很好的传播平台提供给他们去发扬特色文化,在这

方面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力度,给这些非遗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贴和经费支持,提供一个定期进行技艺展示､文化宣传的平台,提供

大众一个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当地特色文化的平台｡另外在特色小镇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统筹规划,要防止当地的特色文化的流

失,防止一些传统特色在商业化浪潮中逐渐失去本来的特色味道,防止特色建设遭到人为的破坏,要切实加大对“非遗”的保护执

行力度,安排人员对“非遗”保护开发状况进行监督,做好“非遗”保护与开发方面的行为规范｡

2.5 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制定人才培养计划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活的丰富,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爱追求潮流,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度不高,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兴趣更是极低,当今社会是互联网社会,年轻人热衷于通过网络获取信息,针对年轻人文化继承兴趣不高的问题,我们可

以通过互联网以创新的方式加大宣传,激发年轻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兴趣｡同时对小镇建设中技艺人才流失､人才断层现象,

政府要加以重视,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制定一些对非遗传承方面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提高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扶持力度,留住

人才,防止传统技艺工艺失传｡

2.6 健全保护机制,落实非遗保护政策法规

政府应制订一系列特色小镇建设背景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措施,并确保这些政策措施能够有效实施｡在非遗保

护资金的安排,一定要专款专用,并对一些濒危的和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优先提供支援;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传统文化,要

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开发和引导其特色小镇中的市场需求｡健全保护机制,完善政策法规,确保非遗保护的正确轨道,确

保特色小镇中“非遗”保护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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