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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夔看来，一些传统的技艺如界首

彩陶、徽州三雕等是比较容易走市场化道

路的，但是一些濒危的剧种、民间的口头

传说之类，它们的市场化就难以实现。许

多珍稀、稀见的剧种，更多的则是民间的

传承状态。“就是那些大的剧种，这么多年

都还没摸准路子，更不必说那些民间的剧

种自己去闯、去走市场化道路，这显然是

行不通的。”王夔说，“如果任由其无序地

去寻求市场，则最后那些正牌的‘非遗’无

法适应市场的竞争，以致劣币驱逐良币的

结果。”

王夔介绍说，现在安徽的剧种有 20

余种，除黄梅戏以外，徽剧、庐剧、泗州戏、

皖南花鼓戏被称作“徽黄庐泗花”，这是发

展态势较好的第一方阵。

黄梅戏历经产业改制，各方探索都

有。有的是茶馆式的，像天仙配茶戏楼茶

座式的休闲方式；有些则是完全商业化

的运作，如安庆再芬黄梅戏剧院等有些剧

目像《美人蕉》、《公司》就完全引用了商业

化的经营方式，都是和一些运作比较好的

演出经纪公司相联系，以此来寻找市场；

还有很多的民间班社，则完全靠他们自

己，如怀宁、桐城的一些名人剧社以及现

在划到安庆地区的小凤英剧社等这样一

些十几人的小班社，他们中有些到福建、

浙江、江苏等地去演出，常常一年能够有

几十万元的收入，而一些国营的大剧团由

于热衷于大制作，票价居高不下，以致往

往叫好不叫座。

但王夔同时也指出，黄梅戏找市场大

多是由于其为文化事业单位，而不是由于

它的“非遗”属性，并且黄梅戏这种传承方

式与其他的“非遗”传承则不一样，它的变

通性较强，而其他的一旦认定了就不能随

意改动。

在非遗保护中，政府和文化部门起到

的作用最大，要积极引导，要在政府的掌

控之下，让其摸着去走市场。对于市场

化，王夔说，如果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保护路径的话，在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应

该要有配套的相关政策、相关条件的准

备，如资金扶持等等，但从目前来看，面不

宜铺得过大，还是先从传统技艺入手，让

它为代表进行探索。然后再分层次、分批

走向市场。

实习生 马明新 记者 张亚琴

徽剧

徽戏是明代中晚期至清初，在“徽州

腔”、“青阳腔”（合称“徽池雅调”）的基础上，

经过多方吸收当时流行的优秀戏曲艺术。

清乾隆55年“四大徽班”北上进京时，徽剧

声名大噪、风靡南北，进入全盛时期。

徽墨

自南唐奚廷珪始，取当地的制墨原料用

易水墨法，质量上乘，深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

识，赐其国姓，擢廷珪为墨务官。从此，歙州

制墨名噪全国。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

歙州更名为徽州，“徽墨”由此而来。

徽派盆景

始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至今已有千余

年历史。徽派盆景的特点“苍古、奇特、自

然、刚劲、庄重、幽雅”。其中游龙式梅桩是

徽派盆景的代表式样。

徽派传统民居建筑营造技艺

徽州建筑传统技艺是一种传统的民间

技艺，融合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与艺术成

分，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是其他门类的技

艺不可替代和比拟的。

程大位珠算

程大位所著《算法统宗》及其简明通俗本

《算法纂要》，非任何其他数学著作可以比拟。

明末，程大位珠算法传至日本，开日本“和算”

先河。清初又传人朝鲜、东南亚和欧洲。世界

各国因此公认，珠算盘是中国发明的，中国是

珠算的故乡，程大位是一代珠算宗师。

张一帖内科疗法

“张一帖内科”是新安医学影响最大的

世医家族之一。明代嘉靖年间张守仁独创

的“十八罗汉末药”以及治疗急性热病和内

科疑难杂症往往一剂即获显效而得“张一

帖”之名。

绿茶制作

主要是指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屯溪绿

茶等的炒青绿茶初制工艺流程。

徽州民歌

徽州民歌不但内容丰富，而且体裁多样。

有号子、山歌、小调，小调中又有不少民俗、歌舞。

徽州目连戏

祁门清溪人郑之珍，于 1579年撰写《新

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简称《劝善戏文》）。

郑本目连戏一经产生，就在原徽州所属的祁

门、休宁、石台、婺源、歙县等地流传开来。

徽州漆器

徽州漆器中的螺甸漆在宋时被誉为“宋

嵌”，而菠萝漆在南宋曾作为贡器。明代徽

州漆工黄成所著《髹饰录》则是中国古代唯

一流传至今的漆工专著。

祁门红茶

清代光绪初年，因国际茶叶市场绿茶销

路不畅。祁门茶区以南乡贵溪人胡元龙为

代表的有识之士，于光绪二年（1876 年），创

制红茶成功。祁红一经问世，即以其超凡出

众的品质蜚声中外。

祁门傩舞

源于原始巫舞。人们戴着面具，跳着凶

猛、狂热的舞蹈来驱邪。后来傩舞也出现祭

祀祖先、祈福求安、祝祷丰收等内容。

齐云山道场音乐

休宁县齐云山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历史

悠久，泱泱古岳1200余年。道有多久，道场

音乐有多长，沿袭至今。

徽州三雕

徽州木雕、砖雕、石雕是徽州古代建筑

中的精华部分。“三雕”持续六七百年，分布

遍及徽州旧辖之歙、休、黟、祁、婺等6县。

万安罗盘

作为罗盘生产的四大中心之一，徽州休

宁的万安街（今安徽省休宁县万安镇）罗盘

制作始于元末明初，发展于明代，鼎盛于清

代中叶。如今，这里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以传

统技艺手工制作罗盘的产地。

歙砚

歙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其主要生产

制作地和成名地在古徽州歙县，故称歙砚。

歙砚问世在汉、晋、唐代，名声日盛，尤其唐代

开元龙尾砚石被发现后，歙砚的名声更大。

而对于一些无法市场化的非遗项目，黄

山把它们纳入了文化旅游的系列。比如说，

以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休宁状

元文化节和祁门红茶节等重大节庆为平台，

挖掘、整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黄山

区接连举办了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更是

将全市的非遗做了充分的归纳和成果展示。

此外，在全市重点复活了10个徽州民

俗艺术村，挖掘、整理、编排了一批具有特

色性、观赏性、参与性的非遗民俗节目，定

期在本地乡村旅游活动中向游客表演，诸

如《跳钟馗》、《叠罗汉》、《祠祭》、《目连戏》、

《徽州婚嫁》等，让散落在民间的民俗艺术

复活。既抢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促进

了乡村旅游业发展。

记者（以下简称记）：安徽的非遗中，

民俗所占的比例多大？大约有多少个类

别？

王贤友（以下简称王）：在这里，我想

先对民俗作一个简单的解说。民俗的产

生是在集权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勤劳耕

作终年而得不到温饱，并经常遭受官府和

地主的奴役、压迫和战争的蹂躏、践踏，以

及自然灾害的折磨。人们为寻求解脱，祈

求“天下太平”、“五谷丰稔”，寄希望于天、

地、人，以某种形式表达，后渐渐成习俗。

因此，民俗，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深藏着

人文精神。

在安徽的包括省级和国家级非遗中，

民俗占百分六十之多，如大量的民间文学，

部分的民间游艺等。大约涉及近十个类

别。

记：据您所知，这些民俗方面的非遗

中，在传承方面，现在存在什么样的问

题？在保护方面，有无走市场化之路成功

或失败的典型？

王：作为我们传统文化中重要组成之

一的民俗处在“困难”期。简单地说面临

的是“断层”和“断链”的问题。许多在20

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中国传统

文化相当陌生。虽然有的老故事家的作

品里面有讲述，但这种记录也会随着他们

的逝世而消失。

同时，我们自己也在人为地破坏民俗

文化。如旅游景点充斥着胡编乱造的“伪

民间故事”，这儿添加一个似是而非的牌

坊，那儿修建一条钢筋水泥的“明清老

街”，让真正的民族文化流失，成了一种无

法挽救的遗憾！

理性思考，慎重去做，民俗在我们的

手中也可以得到保护。如合肥的“吴山贡

鹅”，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值得我们思

考。

记：有人说，市场化是保护的一种办

法，也有人反对。您认为，民俗方面的非

遗能否走市场化之路？

王：对于非遗、民俗，我们是要保护，

并要弘扬的。但过多地急于求成，往往

“物极必反”。 市场化对于民俗、非遗来

说，不能一刀切。要分清有的是可以市场

化的，有的是不能市场化的。

铁字非遗传人邓智源在祖传的基础

上，大胆创新，将书法、创意表现得风骨强

健，饱满生神，被誉为“中华一绝”。著名

书画大师启功、赖少其、沈鹏、文化部原副

部长高占祥等特为铁字作品欣然挥毫，题

词赞勉。邓智源的铁字现在很有市场。

记：民俗、非遗的保护到底有什么样

具体可行的好办法？

王：民俗、非遗的保护是第一步，关键

是弘扬、传承。当前，国家对文化的重视，

加上人们文化的自觉，为传统文化包括非

遗、民俗的复活打下了社会基础。解决文

化的问题，可以用市场化的方式，但是必

须是文化的心态。 张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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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安徽的非遗说起安徽的非遗，，不得不提到黄不得不提到黄

山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黄

山拥有山拥有1616项项，，在全省名列前茅在全省名列前茅。。在当在当

地的数天采访中地的数天采访中，，黄山上至政府官黄山上至政府官

员员，，下到普通百姓下到普通百姓，，每个人的话都汇每个人的话都汇

成了他们的共识成了他们的共识：：保护好非遗就是守保护好非遗就是守

护徽州的精神家园护徽州的精神家园、、就是延续江淮大就是延续江淮大

地的灵魂血脉地的灵魂血脉。。非遗的保护已经融非遗的保护已经融

入到每一个市民的血液当中入到每一个市民的血液当中。。

那些徽州的非遗传承人那些徽州的非遗传承人，，也不再也不再

埋头于片纸方寸间埋头于片纸方寸间，，他们深刻理解他们深刻理解

““非遗非遗””璀璨的历史文化价值璀璨的历史文化价值，，把目光把目光

瞄向了市场瞄向了市场，，让手中的绝活得到市场让手中的绝活得到市场

的认可的认可，，得到保护和开发得到保护和开发，，并成为新并成为新

兴的文化产业兴的文化产业。。同时也将那些散落同时也将那些散落

在黄山山川民间的艺术形态掸去了在黄山山川民间的艺术形态掸去了

身上厚厚的积尘身上厚厚的积尘，，终于走向大众的视终于走向大众的视

野野，，走进寻常百姓的家庭走进寻常百姓的家庭。。

沈学辉 张亚琴沈学辉 张亚琴 陈明陈明 文文//图图

非遗是种活态文化。黄山以徽墨、歙

砚、徽派的盆景、徽雕等为代表的活态非物

质文化遗产，位列国家级名录的有16项，省

级有49项，而市级的名录项目更是达到了

101项，约占安徽非遗的三分之一，在全国

省辖市里面也属于数量比较多的。11位传

承人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4人是

省级的非遗传承人，市级有119位入选。

在黄山潜口民宅博物馆中国徽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一位来自湖南的游

客周南达说：“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非遗传承

人现场演示徽州木雕、砚雕、砖雕、竹雕、制

墨等，使我们直接了解非遗的文化内涵和

独特魅力。”

“对于非遗的保护，我们除了培养非遗

传承人外，建立6家省级非遗传习基地、还

出版了大量有关徽文化的典籍。最重要的

是，我们建立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

区。”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汪翔介

绍道。

原来，黄山是全国第二个国家级的文

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成立于2008年。范围

涵盖了安徽和江西两省、黄山和宣城、上

饶3个市的6个县。它是推进黄山非遗的

重要平台和载体：完善保护实验区范围内

非遗四级名录体系；通过搜集、记录、分

类，建立档案，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

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全面、真实、

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予

以妥善保存；合理利用自身价值，将徽州

三雕、宣纸制作、歙砚制作、徽墨制作、万

安罗盘制作等非遗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

济资源。此外，还以传承人为核心主体，

通过传授、培训以及宣传使各项非遗得到

更好的传承。

活态文化的生态保护

在黄山很多传承人看来，非遗要保护

与发展，市场化是最好的手段。最好的传

承方式应该是对非遗进行创新和深加工，

并进行合理、有效的产业化经营，使其走向

市场，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在徽州区，记者见到了洪建华。作为竹

木雕刻民间工艺大师，同时也是非遗的传承

人，他的“竹溪堂”徽雕艺术有限公司的发展

之路，也许正是非遗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明

证。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是走出

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除了在发扬我们自

己传统文化和工艺技术的同时，也必须随

着时代发展进行创新，因而在前些年我就

成立了竹刻研究中心进行技术的研究和探

索。使徽州竹刻不仅得到市场的认可，扩

大了知名度，也招来了很多热爱它的年轻

人潜心学习，使这个非遗项目得到很好的

传承。”对于这份文化产业未来的前景，洪

建华非常看好自己的企业。

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厂长周美洪，对

于市场化也有相同的体会。作为一个从

墨厂的学徒到总指挥，周美洪历经了工

厂的兴衰。现在，世界上有 70%的墨产

自这里，而且，对于销路问题周美洪从不

发愁，接下的订单远远超过了厂里的产

量。

1999 年 7 月，墨厂兼并了安徽歙砚厂

（歙县工艺厂），生产和经营歙砚和四雕工

艺品，在保持和发扬其独特工艺水平的同

时，也为歙砚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带来了

可喜的变化。“歙砚的传承在我这从不是个

问题，这是我们进行规模化生产的结果。

从目前的市场来看，我们的砚需求量很大，

这就为我们创造了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

年轻人当然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纷纷

加入我们的队伍，并且都完成了从只为创

造经济价值到真正喜爱这门艺术的蜕变。”

我省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安徽歙砚厂

副厂长曹阶铭指着坐在厂里专心工作的几

位年轻工人说道。

这不是个别案例。把非遗和市场结合

走生产性保护之路，是黄山近年推行的非

遗保护新思路。在进行非遗产业开发时，

严格遵行“合理利用”的原则。

走市场化是最好的传承

借助文化旅游的“东风”

徽州非遗，你了解吗？

非遗，在徽州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是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历年来，在文化部公布的三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名单中，徽州非遗多达16项，数量上荣登全省

“状元”之座。但是对于它们，你知道的有多少呢？

朱玉婷

戏剧“非遗”市场化不能无序
受访对象：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王夔

民俗非遗要以文化的心态走市场
受访对象：省民俗学会秘书长，民俗学家王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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