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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1
 

杨立国，陆乃 

(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进行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从传承人、传承环境、传承政策三个方面构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综合评价函数。在此基础上，对江苏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案例

实证。结果发现：①从总体上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总体为一般活态状态，且内部差异明显；②5 项准

则层的发展状态有着较大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结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会环境较好，而非物质文

化遗产依附环境较差；③14 项指标内部差异较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完

善程度较好，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组织的生存状况活态性

较弱。研究验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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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遗产原意是指死者留下的财产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和法律规定可继承的其他财产权益，是不可再生的

资源，是人们对过去的使用
[1]
。人们对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从文化遗产到自然遗产的过程。人类在取得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遗产面临着威胁，并遭遇破坏。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对文化遗产和自

然遗产进行了界定
[2]
，指明了世界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景观财富属性

[3]
。由于世界遗产的声望和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很多遗

产被过度进行旅游开发和过度商业化，破坏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价值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了

对世界遗产的监测，以期推进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

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
[4]
。各社区、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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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ー种认同感和历史感，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カ
[5]
，是ー个民

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
[6]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

性、民间性、生活性、生态性的特征，生命力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
[7]
。在生产全球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非物质文

化遗产遭遇了传承危机和各种开发性破坏
[8]
，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已成为当前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9]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遗

产存在的地方性文化空间和人群共同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活态存续是核心，既包括活的存在形态，又隐喻存在于“生活”

之中
[11]
，是ー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种类繁多、存续方式不一，其活态存续有助于地方文化延续

[13]
。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研究主要涉及遗产种类
[14]

、空间分布
[15]
和文化传承

[16]
等内容，具有生产性保护

[17]
、旅游开发

[18]
、传播创新

[19]

等途径，推动主体包括居民、传承人
[21]

、企业
[22]
、政府

[23]
。但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评价的研究较少，非物质文化遗

产发展的可持续性如何、问题何在，通过本研究的探索，希望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回应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 

2.1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内涵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城镇化的持续推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世界遗产保护的逐步深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关注“文化残留物”逐渐转向“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

的载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环境两大方面，可分为传承人活态、传承空间活态和生产性活态 3 种类型
[24]
，经历了原生型活

态、现代型活态和复合型活态 3 个阶段，其实质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时性的存在状态和历时性的传承状态。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双文化特性，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而动态变化，反映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发展是ー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其活态状况即“活态度”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程度的评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发展包

含两个交织发展的过程，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沿传统文化模式的延续发展（不变性）；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沿着消费的社会文化

模式延续发展（可变性）
[25]
，见图 1。 

 

2.2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评价指标的选取既要考虑到反映效果，又要兼顾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总

体上遵循系统性与独立性、可操作与指导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三大原则。所列指标既涉及到非物质文化的社会、经济、教育、

政策等方面，同时又兼顾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量化性
[26]
。 

指标体系的建立：根据前述概念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非物质

文化遗产发展政策 3 个维度，在遵循前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目标、准则、指标的顺序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活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27]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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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B1 

传承人 

规模结构 

   C1传承人年龄结构 0.076 

  0.229  C2代表性传承人数量 0.087 

    C3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规模 0.066 

 B2 

传承人培养 

与管理 

   C4传承人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0.074 

  0.218  C5传承人的监督考核 0.068 

非物 

质文 

化遗 

产活 

态度 

评价 

指标 

体系 

A 

   C6传承人的培养与管理机制 0.076 

B3 

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 

政策法规 

   C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0.068 

 0.146    

   C8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 0.078 

B4 

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 

社会环境 

   C9学校教育效果 0.075 

 

0.230 

 

C10民间团体组织的数量及保护活动                             0.073 

C1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情况                               0.082 

   

 B5    C12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意愿. 0.065 

 非物质文化 

遗产依附 

环境 

 0.177  C13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0.051 

    C14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组织的生存状況 0.061 

 

指标释义：①C1传承人年齢结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齢普遍偏大，但也有少数中青年传承人。年龄结构直接反映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活态程度，因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齢段分为 36 岁以下（青年传承人）、36—60 岁之间（中年传

承人）和 60岁以上（老年传承人），并赋予不同的分值。以中年传承人占总传承人的百分比为基数，1个百分比赋 1分，老年传

承人 1个百分比赋 0.5分，青年传承人 1个百分比赋 2分。②C2代表性传承人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分为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地方级代表性传承人 3 类
[28]

，按照代表性传承人的级别和数量进行赋分，1 个地方级(省级、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分别赋 10 分（15 分、20 分）。③C3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可分为代表性传承

人和非代表性传承人两类，非代表性传承人一般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团体，可按照非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对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规

模进行评分。对拥有 3个以下(3—5个、6 —10个、10个以上）非代表性传承人的群体规模分别赋予 30分（50分、70分、100

分）。④C4传承人的物质与精神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可分为补助类型的物质支持与荣誉证书、荣誉称

号类型的精神支持。物质支持按照补助额度进行评分，即 5000元以下为 30分，5000—10000元为 50分，10000元以上为 70分；

精神支持可按照荣誉证书等级进行评分，即拥有国家级为 30 分，省级为 20 分，地方级为 10 分。⑤C5传承人的监督考核。传承

人的监督考核按照代表性传承人或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培训机构对传承入定期考核情况的优良进行评分
[29]
。传承人的监督

考核应对传承人实施动态跟踪监督考核，主要从传承人的技能掌握情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等进行考核。

考核情况优异的传承人为 100分，考核情况良好的传承人为 70分，考核情况合格的传承人为 50分。⑥C6传承人的培养与管理机

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管理机制从是否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个人档案，包括传承人的基本情况、

项目传承的展开工作、本人的代表作品、后继人才的培养情况等进行评分。已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个人档案，管

理机制健全的为 60 分；已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个人档案，但管理机制不完善的为 30 分；刚开始建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个人档案，尚未完全覆盖的为 10 分。⑦C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对现有传承人保护的法律

法规的执行力度进行评分，即对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两部

法律的执行カ度情况方面进行评分，每违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两部法律的情况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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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10 分。⑧C8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这一指标进行评分，对各

地级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有日常管理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和管理机构制度）进行计算，其完善程

度越高，得分值越高。⑨C9学校教育效果。对学校教育效果这一指标进行评分，从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纳入学校教

学（编写教材、教学计划、教学成果）的程度进行计算，教育部门将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编入

教材的赋 30分，纳入教学计划的赋 30分，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取得优异成果的赋 40分。⑩C10民间团体组织数量与保护

活动。根据民间团体（研究协会或行业协会)组织规模数量和举办活动的次数评分，对协会规模 30 人以上、10-30 人、10 人以

下的分别赋 30 分、20 分、10 分，对协会年活动次数超过 5 次以上、3—5 次、3 次以下的分别赋 50 分、30 分、10 分。⑪C11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投入情况。根据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补助资金的额度进行评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补助资金额度大于 30万元的项

目 100分、15—30万元的 70分、5—15万元的 50分、5万元以下的 30分。○12 C12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的意愿。根据

问卷(实地、网络)调查情况，计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居民传承意愿百分比赋分。○13C13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

变革。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进行反向赋分，即生产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越高，赋分越低。

采用 1 —现代化程度即为得分值。现代化生产依据生产工具、肥料、农药的现代化使用程度进行计算，生活方式根据家用电气

普及率(洗衣机、冰箱、手机、网络、电视等)进行计算。○14C14 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组织的生存状况。根据社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组织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评分，对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组织开展活动良好的赋 90分，正常开展活动

的赋 70分，勉强开展活动的赋 50分。 

表 2比较矩阵 1 

指标  B1  B2  B3  B4  B5 

B1传承人规模结构  1  1/3  3  7  5 

B2传承人培养与管理  3  1  5  3  3 

B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  1/3  1/5  1  1/3  1/5 

B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会环境  1/7  1/3  3  1  3 

B5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附环境  1/5  1/3  5  1/3  1 

 

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权重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总目标(A)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准则(B)包括传承人规模结构、

传承人培养与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会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附环境，相对重要性

采取专家评判方法，根据矩阵运算的特征向量（W)得到权重值(表 1)，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 4.25、一致性指标 CI 为 0.083、

RI 为 0. 89、CR = CI/RI=0.093 <0.10，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根据该方法计算得出各因子的权重值，见表 2、表 3。 

表 3比较矩阵 2 

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传承人年龄结构 1 1/3 1/3 1/3 1/5 1/5 1/5 1/3 1/5 1/5 1/3 1/3 1/5 1/5 

C2代表性传承人数量 3 1 3 5 5 1/3 5 3 5 1/3 3 5 7 7 

C3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规模 3 1/3 1 3 1/3 1/5 3 5 1/5 1/7 3 1/3 3 3 

C4传承人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3 1/5 1/3 1 3 1/3 3 5 1/5 1/5 3 3 5 3 

C5传承人的监督考核 5 1/3 3 1/3 1 1/3 3 5 3 1/5 3 1/3 3 1/5 

C6传承人的培养与管理机制 5 3 5 3 3 1 5 3 3 1/3 3 1/3 3 1/3 

C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的执行力度 

5 1/5 1/3 1/3 1/3 1/5 1 3 1/3 1/5 1/3 1/7 1/5 1/3 

C8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3 1/3 1/5 3 1/5 1/3 1/3 1 1/3 1/5 1/3 1/5 1/3 1/5 



 

 5 

的完善程度 

C9学校教育效果 5 1/5 5 5 1/3 1/3 3 3 1 1/7 1/3 1/5 1/3 1/5 

C10民间团体组织的数量及保护活

动 

5 3 7 3 5 3 5 5 7 1 5 1/3 5 3 

C1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情况 3 1/3 1/3 1/5 1/3 1/3 3 3 3 1/5 1 1/5 1/3 1/3 

C12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

意愿 

3 1/5 3 3 3 3 7 5 5 3 5 1 5 3 

C13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生产和生

活方式的变革 

5 1/7 1/3 1/3 1/3 1/3 5 3 3 1/5 3 1/5 1 3 

C14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

组织的生存状況 

5 1/7 1/3 3 5 3 3 5 5 1/3 3 1/3 1/3 1 

 

2.3评价标准确定 

为了从整体上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的每个指标进行加总计算。本文选择多目标综合

评价方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综合评价函数，数学公式为： 

 

式中，M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总得分；Ij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的单项指标 j得分；Rj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

单项指标 j权重；Wi为评价准权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理论可很好地描述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生产、民俗和制度）的发展状态，一般定性分为“差、一

般、好”3个级别。为了进行细化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程度，参考陈炜等人研究成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程度划分为良

好活态度、较好活态度、一般活态度、较差活态度、极差活态度 5个活态度级别（表 4)。 

表 4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标准 

评价分值 <20 20-40 40-60 60-80                80-100 

活态级别 极差活态度 较差活态度 一般活态度 较好活态度           良好活态度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实证 

3.1案例情况 

国家文化与旅游部(原文化部)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苏省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46 项（包含扩展

项目），其中主体项目共 90项。这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南部的苏州市（33项）、常州市（13项）、无锡市

(11项）、南京市（11项）、镇江市（9项）、南通市(10项）、泰州市(7项）、扬州市（19项）等地，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市(5项）、

淮安市（6项）、盐城市（3项）、宿迁市(2项）、徐州市(9项)则分布较少。本研究以江苏省国家级主体项目 90个为案例，涉及

到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舞蹈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十大类型（图 2)。 



 

 6 

 

3.2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江苏省 2018 版行政区划图，获得地形、水系、交通线路等相关要素空间数据，参考各市州 2018 年统计年鉴获

得相关经济发展数据。利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获取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2018 年 11 月 1 日一 2019 年 1 月

2 日的实地调研，本地居民传承组织、传承意愿、投入一产出等数据来源于同期的访谈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所在村落的乡

镇统计总结。 

3.3评价结果 

运用前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综合评价函数 M，结合江苏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图数据、统计数据、调研访谈数

据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的综合评价，得到江苏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综合得分值(表 5)。 

表 5江苏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结果 

项目 
 B1   B2   B3   B4  B5  

总分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l3 C14 

邵伯锣鼓小牌子 4.56 5.22 1.98 4.44 2.04 1.52 4.08 5.46 1.50 2.19 4.10 1.95 1.53 1.83 42.4 

楚州十番锣鼓 4.18 4.35 1.98 5.92 2.04 1.52 4.08 5.46 1.50 2.19 4.10 1.95 1.53 1.83 42.6 

虞山琴派 4.56 5.22 1.98 4.44 3.40 3.04 4.08 5.46 5.25 2.19 2.46 3.90 1.53 1.83 49.3 

梅庵琴派 3.80 8.70 1.98 5.92 3.40 3.04 6.80 7.80 5.25 2.92 4.10 3.90 1.53 1.83 61.0 

金陵琴派 3.80 6.09 1.98 5.92 3.40 3.04 4.08 7.80 5.25 2.92 2.46 3.90 1.53 1.83 54.0 

广陵琴派 3.80 6.09 1.98 4.44 3.40 3.04 4.08 5.46 5.25 2.92 2.46 3.90 1.53 1.83 50.2 

无锡道教音乐 6.46 6.09 4.62 5.92 4.76 3.80 4.08 5.46 5.25 4.38 2.46 3.90 1.53 4.27 63.0 

海门山歌 4.56 4.35 3.30 4.44 4.76 3.80 4.08 3.90 5.25 2.19 2.46 3.90 1.53 1.83 50.4 

髙邮民歌 3.80 4.35 4.62 4.44 4.76 3.04 4.08 3.90 5.25 2.19 2.46 3.90 1.53 1.83 50.2 

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 4.56 6.09 4.62 4.44 4.76 3.80 4.08 5.46 5.25 2.92 4.10 3.90 1.53 4.27 59.8 

海州五大宫调 4.56 7.83 4.62 4.44 4.76 6.08 6.80 7.80 5.25 2.92 2.46 3.90 1.53 1.83 64.8 

江南丝竹 4.56 3.48 4.62 4.44 4.76 3.04 2.04 3.90 2.25 2.92 2.46 3.90 1.53 1.83 45.7 

苏州泥塑 6.46 4.35 4.62 2.22 4.76 3.80 4.08 3.90 3.75 2.19 4.10 3.90 1.53 1.83 51.5 

常州留青竹刻 4.56 6.96 4.62 2.22 3.40 6.08 4.08 5.46 5.25 2.92 4.10 1.95 1.53 1.83 55.0 

无锡留青竹刻 4.18 6.96 3.30 2.22 3.40 6.08 4.08 5.46 3.75 2.92 2.46 1.95 1.53 1.83 50.1 

金坛刻纸 4.18 6.96 1.98 2.22 3.40 3.80 4.08 5.46 5.25 2.92 2.46 1.95 1.53 1.83 48.0 

徐州剪纸 4.18 6.09 1.98 2.22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44.9 

南京剪纸 4.56 6.96 3.30 2.22 3.40 6.08 4.08 5.46 5.25 2.92 2.46 1.95 1.53 1.83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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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纸塑狮子头 2.66 6.09 1.98 4.44 3.40 3.80 4.08 5.46 5.25 2.92 2.46 1.95 1.53 1.83 47.9 

苏州光福核雕 2.66 1.74 1.98 4.44 3.40 3.80 4.08 3.90 2.25 2.92 2.46 1.95 1.53 1.83 38.9 

苏州玉雕 4.18 6.96 1.98 2.22 3.40 3.80 4.08 5.46 5.25 2.92 2.46 1.95 1.53 1.83 48.0 

扬州玉雕 2.66 8.70 1.98 4.44 3.40 6.08 6.80 7.80 5.25 4.38 4.10 1.95 1.53 1.83 60.9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4.56 1.74 3.30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92 2.46 3.90 1.53 1.83 39.8 

无锡惠山泥人 6.46 2.61 4.62 4.44 4.76 1.52 2.04 3.90 1.50 2.92 4.10 3.90 1.53 4.27 48.6 

扬州剪纸 4.56 6.96 3.30 4.44 3.40 3.04 4.08 5.46 5.25 2.92 4.10 3.90 1.53 1.83 54.8 

苏绣 4.56 8.70 6.60 7.40 4.76 7.60 6.80 5.46 7.50 4.38 2.46 3.90 3.06 4.27 77.5 

苏州灯彩 4.18 5.22 3.30 4.44 3.40 3.04 4.08 5.46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46.8 

秦淮灯彩 4.18 6.96 3.30 4.44 3.40 3.80 4.08 5.46 5.25 2.92 2.46 1.95 1.53 1.83 51.6 

南通仿真绣 4.18 6.96 1.98 4.44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48.7 

徐州香包 4.18 4.35 3.30 2.22 3.40 3.04 2.04 3.90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41.8 

无锡精微绣 4.18 6.09 3.30 2.22 3.40 3.04 4.08 5.46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47.9 

扬派盆景艺术 2.66 1.74 1.98 4.44 3.40 1.52 2.04 3.90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35.4 

丰县糖人贡 2.66 3.48 3.30 4.44 3.40 1.52 2.04 3.90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38.5 

常州梳篦 4.18 6.09 1.98 4.44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47.1 

靖江宝卷 4.18 6.09 4.62 5.92 4.76 3.80 4.08 5.46 5.25 2.19 2.46 3.90 3.06 1.83 58.3 

吴歌 4.56 8.70 4.62 5.92 4.76 6.08 6.80 5.46 5.25 2.19 2.46 3.90 3.06 1.83 66.3 

童永传说 7.60 2.61 6.60 2.22 6.80 1.52 4.08 3.90 7.50 2.19 2.46 3.90 3.06 4.27 59.4 

白蛇传说 7.60 2.61 6.60 2.22 6.80 1.52 4.08 3.90 7.50 2.19 2.46 3.90 3.06 4.27 59.4 

梁祝传说 7.60 2.61 6.60 2.22 6.80 1.52 4.08 3.90 7.50 2.19 2.46 3.90 1.53 4.27 57.9 

建湖杂技 2.66 6.09 1.98 5.92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47.1 

骆山大龙 2.66 6.09 1.98 5.92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48.7 

邳州跑竹马 4.18 6.09 1.98 2.22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46.6 

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 2.66 4.35 3.30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4.10 1.95 1.53 1.83 39.5 

高淳东坝大马灯 4.56 2.61 1.98 4.44 3.40 1.52 2.04 3.90 1.50 2.19 4.10 1.95 1.53 1.83 37.6 

丹阳封缸酒酿造技艺 4.56 2.61 3.30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5.74 3.90 1.53 1.83 43.2 

镇江恒顺香醋酿造技艺 6.46 4.35 1.98 5.92 3.40 3.80 4.08 5.46 2.25 2.19 4.10 3.90 1.53 1.83 51.3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 4.56 8.70 3.30 5.92 3.40 3.04 6.80 7.80 2.25 2.19 4.10 3.90 1.53 1.83 59.3 

金坛封缸酒酿造技艺 4.56 1.74 3.30 5.92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4.10 3.90 1.53 1.83 42.2 

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 4.56 1.74 3.30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4.10 1.95 1.53 1.83 38.8 

兴华传统木船制造技艺 3.80 1.74 1.98 4.44 3.40 3.04 2.04 3.90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39.7 

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3.80 4.35 1.98 4.44 3.40 3.04 2.04 3.90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43.0 

南京宝庆银楼金银细工

制作 

2.28 1.74 1.98 5.92 3.40 1.52 2.04 3.90 3.75 2.92 4.10 1.95 1.53 1.83 38.9 

 

(续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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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B1   B2   B3  1 B4  B5  

总分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江都传统金银细エ制作技

艺 

2.66 1.74 1.98 5.92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4.10 1.95 1.53 1.83 37.0 

扬州漆器髹饰技艺 2.66 8.70 1.98 4.44 3.40 7.60 6.80 7.80 5.25 2.19 2.46 1.95 1.53 1.83 58.6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 2.66 1.74 1.98 4.44 3.40 1.52 2.04 3.90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37.0 

苏州制扇技艺 4.18 1.74 1.98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5.74 1.95 1.53 1.83 38.7 

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 2.66 4.35 1.98 4.44 3.40 3.04 4.08 3.90 1.50 2.19 5.74 1.95 1.53 1.83 42.6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4.18 8.70 1.98 4.44 3.40 6.08 6.80 7.80 5.25 2.19 5.74 1.95 1.53 1.83 61.9 

苏州剧装戏剧制作技艺 2.66 1.74 1.98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5.74 1.95 1.53 1.83 37.2 

苏州缂丝 4.18 6.09 3.30 4.44 4.76 3.80 4.08 5.46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51.5 

宋锦 2.66 6.09 3.30 5.92 4.76 3.80 4.08 5.46 3.75 2.19 2.46 3.90 1.53 1.83 51.7 

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4.18 6.09 3.30 4.44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48.5 

南通板鹞风筝 2.66 6.96 1.98 2.22 3.40 6.08 4.08 5.46 5.25 2.92 4.10 1.95 1.53 1.83 50.4 

明式家具制作技艺 2.66 6.96 1.98 4.44 3.40 6.08 4.08 5.46 5.25 2.92 4.10 1.95 1.53 1.83 52.6 

南京金箔锻制技艺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

造 

2.66 5.22 1.98 4.44 3.40 3.04 4.08 5.46 1.50 2.92 4.10 1.95 1.53 1.83 44.1 

2.66 7.83 1.98 4.44 3.40 6.08 6.80 5.46 5.25 2.92 4.10 1.95 1.53 1.83 56.2 

扬剧 6.46 8.70 6.60 5.92 4.76 7.60 6.80 7.80 7.50 4.38 4.10 3.90 3.06 1.83 79.4 

苏剧 6.46 8.70 6.60 7.40 4.76 7.60 6.80 7.80 7.50 5.11 5.74 3.90 3.06 4.27 85.7 

昆剧 6.46 2.61 6.60 5.92 4.76 1.52 4.08 3.90 5.25 4.38 4.10 3.90 3.06 4.27 60.8 

童子戏 4.56 6.96 6.60 5.92 4.76 3.80 4.08 5.46 5.25 4.38 2.46 3.90 1.53 4.27 63.9 

徐州梆子 4.56 6.96 3.30 2.22 3.40 3.80 4.08 5.46 3.75 4.38 4.10 1.95 1.53 1.83 51.3 

杖头木偶戏 4.18 8.70 4.62 4.44 3.40 7.60 4.08 5.46 5.25 2.92 2.46 1.95 1.53 1.83 58.4 

柳琴戏 4.18 6.96 3.30 5.92 3.40 3.80 4.08 5.46 5.25 2.19 4.10 1.95 1.53 1.83 54.0 

锡剧 6.46 8.70 6.60 7.40 4.76 6.08 6.80 5.46 7.50 4.38 4.10 3.90 3.06 4.27 79.5 

淮海戏 4.56 8.70 6.60 4.44 4.76 6.08 4.08 7.80 7.50 4.38 4.10 3.90 3.06 4.27 74.2 

苏州评弹 6.46 8.70 6.60 7.40 4.76 7.60 6.80 5.46 7.50 2.19 2.46 3.90 3.06 1.83 74.7 

南京白局 4.56 6.96 1.98 5.92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2.46 1.95 1.53 1.83 49.9 

徐州琴书 4.56 8.70 6.60 5.92 3.40 6.08 4.08 5.46 5.25 2.92 4.10 3.90 1.53 1.83 64.3 

扬州弹词 4.56 6.96 4.62 5.92 4.76 6.08 4,08 5.46 5.25 2.92 4.10 3.90 1.53 1.83 62.0 

扬州淸曲 4.56 5.22 4.62 5.92 4.76 3.80 4.08 5.46 5.25 2.92 4.10 3.90 1.53 1.83 58.0 

扬州评话 4.56 8.70 4.62 5.92 4.76 6.08 4.08 5.46 7.50 2.92 4.10 3.90 1.53 4.27 68.4 

溱潼会船 4.18 1.74 1.98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4.10 1.95 1.53 1.83 37.1 

金坛抬阁 2.66 6.09 1.98 5.92 3.40 3.80 4.08 5.46 3.75 2.19 4.10 1.95 1.53 1.83 48.7 

苏州角直水乡妇女服饰 4.18 2.61 3.30 4.44 3.40 1.52 2.04 3.90 2.25 2.19 4.10 1.95 1.53 1.83 39.2 

苏州端午节 4.56 1.74 3.30 2.22 4.76 1.52 2.04 3.90 2.25 2.19 2.46 3.90 1.53 4.27 40.6 

平均值 4.28 5.43 3.42 4.58 3.89 3.71 3.97 5.17 4.34 2.75 3.48 2.80 1.72 2.22 51.8 

注：C 为传承人年龄结构；C5为传承人的监督考核；C9为学校教育效果;C13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C2 为代表性传承人数量；C6 为传承人的培养与管理机制；C10 为民间团体组织的数量及保护活动；C14 为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相关组织的生存状况；C3为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规模；C7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C11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投入情况；C4为传承人的物质与精神神奖励；C8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C12为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

承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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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结果分析 

总体特征分析：总体来看（图 3)，江苏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的综合分值在 40—60 分，平均为 51.8 分，说明江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总体情况一般，这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其中，得分最高的是苏剧（85.7)，属于活态度良好级别，

最低的是扬派盆景艺术(35.4)，属于活态度较差级别（表 5)。苏剧活态度良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非代表性传承人对该类型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的意愿高于其他项目，并由于这些项目本身的趣味性远高于传统技艺类项目，在许多地方当地的民间团

体组织对这些项目充满了热情，其传承情况较为良好。而扬派盆景艺术之所以活态度较差，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传统技

艺需要复杂的体力劳动，学习周期长、劳动投入大、经济收益低，许多年轻人无意涉及其中，导致江苏省传统技艺许多行业出

现后继无人的状况。 

指标层特征分析：从 14项指标来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指标值平均分得分最高的是代表性传承人数量（5.43)，

说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较看重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而非遗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一指标值的平均得分最低

(1.72)，说明非遗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无帮助。整体上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的

法律法规和传承的情况较好，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代表性传承人数量、传承人的物质与精神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

法规的完善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情况等指标的分值都较高。但民间团体组织数量与保护活动、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规

模这两个评价指标分值却较低，说明民间团体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帮助不大，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规模还应持续

扩大（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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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本文通过理论研究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函数，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的五级评

价标准，实证研究了江苏省 9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处于一般活态状态，且存在项目差异、

准则层差异和指标差异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属探索性研究，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统计数据、田野跟踪数据等限

制，有些指标采取定性分级法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分度，这些问题期待后续研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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