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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并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这是

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并列的项目。2009年，我省的宣纸制作工艺，

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是当时中国文房四宝行业唯一的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后，“徽州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木结构营

造技艺子项目，也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

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非遗”第一大国。

保护非遗，也是守卫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

非遗，民族的精神家园

2009年 9月 30日，对于安

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研究部主任胡迟来说是一个特

别的日子。因为经过了一年多

的努力，宣纸制作工艺在这一

天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申请难题

如何让外国人理解宣纸

2008 年 9 月，接到准备宣

纸制作工艺申报“人类非遗”的

任务，胡迟既高兴也犯难。要

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文本和申

报片等相关资料上交到有关部

门，时间紧任务重，然而，最大

的难题是如何使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外国专家准确理解宣纸

复杂的制作工艺。

胡迟和当时一起参与这个

项目的宣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黄飞松、安徽电视台导演姚进

常常为不同的想法争论得面红

耳赤。起初，在胡迟的想象中，

青山绿水、琴棋书画式的生活，

一如中国水墨画般的画面是最

佳表现形式。而导演姚进却有

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土地、田

野、丰收的意象则更合适，外国

人对自然会更感兴趣，而且更

喜欢金黄色的光。

宣传片的主题几经讨论、推

翻、修改，最终以制作宣纸的原

料青檀树和沙田稻草为拍摄主

线，以“物尽其用”的理念引出宣

纸制作工艺，构思十分精巧。

拍宣传片

一个星期通宵达旦

“拍了这部宣传片，才知道

拍一个镜头那么不容易，有时

候为了拍一个几秒钟的镜头可

能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胡

迟说。为了拍摄俯视大地的全

景，他们要从山脚爬到山顶；为

了捕捉沙田稻米丰收时的“沙

沙”声，他们也顾不得太阳暴

晒、稻草扎人；为了等待傍晚夕

阳落山时的一束光，他们从早

上出门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通宵达旦地讨论文本和拍

摄内容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

讨论完了天也快亮了，他们就

打个盹儿天亮接着拍。有一次

在拍一株青檀树时，树上挂着

一个说明牌，但那在外国人看

来则是虐待树。于是，拍摄摄

像时只好爬到树上把牌子取下

来，胳膊也因此光荣负伤了。

辛苦、充实、有意义的一周

结束后，一部精美的有关宣纸

制作工艺的宣传片诞生了，这

在申遗的路上跨出了一大步。

“洛阳纸贵”

如今宣纸一刀难求

一年之后，宣纸制作工艺成

为当时中国文房四宝行业中唯

一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谈到宣纸制作工艺的发扬

光大，胡迟说，事实上，现在宣

纸的市场很好，很多人想买却

很难买到。“宣纸的制作周期很

长，光是漂白这一项就要经过

雨雪风霜的一年四季。熟练工

人少，此外，一些房地产开发也

侵占了宣纸的原料产地。”这

些都是导致宣纸一刀难求的原

因，胡迟认为，保护宣纸制作工

艺的着力点还是在传承上。

朱玉婷

宣纸制作工艺：
保护着力点在传承

继宣纸制造技艺之后，“徽

州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作为

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子项

目，2010年10月也被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是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以

榫卯为木构件的主要结合方

法，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

工生产手段的建筑营造技术体

系。营造技艺以师徒之间“言

传身教”的方式世代相传。

徽州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则

是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的

重要代表之一。徽州传统建筑

营造技艺，在长达2000多年的建

筑实践中逐步形成以砖、木、石

三种技艺相得益彰的民间建筑

艺术瑰宝，既积淀了中国2000多

年优秀传统文化，又融合了带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与艺术成分。

谈到这门技艺的保护，胡

迟提到一个观点：“有用就会被

传承。”徽州府衙的修复工作，

让最优秀、最杰出的工匠都回

来了。而正在进行中的“百村

千幢”古民居保护工程，修旧如

旧，对于徽州传统木结构营造

技艺也是一种很好的生产性的

保护方式。 朱玉婷

徽州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言传身教 世代相传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内部设置一个管理部

门，叫做“非物质遗产”部

门，到现在已有 30 年的时

间。

1989 年 11 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

《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

正式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建议。但当时并

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概念，

而使用的是“民间创作”即

“ 民 间 传 统 文 化 ”。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

扬》，强调了世界各国各民

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内的全部文化遗产对于

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

要意义，呼吁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直 到 进 入 新 世 纪 之

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概

念才被引入中文语境。这

一概念比较频繁进入人们

视野是 2001 年我国参与联

合国申报第一批人类口头

和 非 物 质 遗 产 代 表 作 项

目。当年昆曲入选，实现

了中国在世界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中零的突

破。 张亚琴 整理

“非遗”的由来

背景资料

2001年：昆曲

2003年：古琴

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

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2009年：印章艺术、雕

版印刷技术、书法、剪纸艺

术、传统木结构建筑技艺、南

京云锦工艺、龙舟节、中国朝

鲜族农民舞、格萨尔王诗史

传奇、侗族大合唱、花儿、玛

纳斯、妈祖祭祀仪式、蒙古族

呼麦唱歌艺术、南音、热贡艺

术、养蚕及制丝工艺、藏剧、

龙泉青瓷的传统烧制工艺、

宣纸生产的传统手工工艺、

西安的吹奏和敲打乐器、粤

剧、羌族农历新年、中国传统

木拱桥营造技艺、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

2010年：中医针灸、京

剧、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

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麦

西热甫

2011年：皮影戏、赫哲

族伊玛堪说唱

张亚琴 整理

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刀难求的宣纸

宣纸制作工艺宣纸制作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