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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非遗手工艺助推乡村振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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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诸多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与乡村有着密切联系的

一种资源要素，如何发挥其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以浙江省非遗手工艺为例展开调研，总

结了非遗助推乡村振兴存在的传承断层严重、保护机制不完善、民众粘合度低、市场萎缩或消失等主要问题，并提出

了相应的“培-护-融-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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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many resource elements are gathered in ru-

ral are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one of the resource element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ntryside. How to play its role in boo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worthy of discus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boo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such

as serious inheritance faults, imperfect protection mechanism, low populace bonding and market shrinkage or disappearance, and pro-

pos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named“Cultivation-Protection- Integration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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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

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

物和场所。例如传统口头文学、传统美术等其他非

物质文化遗产[1]。非遗是老百姓们精神上的美好寄

托，蕴含了浓厚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价

值，对于乡村振兴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4]。非遗的

保护传承和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其关注度也在不断

提高。中国作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5]，

充分挖掘非遗价值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简称“非遗手工

艺”）是指被人们视为文化遗产的民族工艺产品及

其制作过程中的手工技艺，其中工艺产品是由手工

艺人利用一定工具或纯手工制作出来的，并且具有

观赏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特征[6]。浙江省具有丰富

的非遗手工艺项目，已成为乡村振兴中一类重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在浙江绍兴的东浦街道启

动了黄酒小镇的整合工作，形象定位为黄酒的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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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祥之地，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了农村人民的

环境改善[7]；2018年7月25日，浙江省深化“千万工

程”推进乡村振兴现场会在宁海召开，精选了16个

传统技艺类和传统美术类的非遗项目用于助推乡村

振兴[8]。可见，对非遗的保护和价值的挖掘已成为乡

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非遗的助推作用往往

存在一定的瓶颈，其价值并未得到最有效地发挥。

因此，通过对浙江省非遗手工艺展开调研，选取了

绍兴、衢州、丽水、嘉兴等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深

入挖掘非遗手工艺助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并

为提升非遗手工艺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价值提

供相应的对策。

二、非遗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

以浙江省非遗手工艺工作者为研究目标人群，

通过对绍兴、衢州、丽水、嘉兴等具有代表性的区

域的实地调研，对浙江省非遗手工艺现状进行统计

和研究，当前非遗助推乡村振兴存在的主要问题包

括传承断层严重、保护机制不完善、生活粘合度不

高、市场萎缩或消失等。

（一）传承断层严重

随着商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非遗手工艺项目

的传承出现了断层，这是非遗助推乡村振兴中面临

的基本问题。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较为严重，主要

原因在于非遗手工艺通常具有高劳动力、高技艺

性、低报酬率等特点，掌握这些技艺通常需要时间

的积累。而且，大部分非遗工作者的工作年限都是

在 15 到 30 年之间，致使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

出现了传承断层的现象。以绍兴的传统酿酒工艺为

例，其涉及的工序繁多，技艺传承困难，加之商业

化严重，进入了快消费时代，年轻的传承人寥寥无

几，存在消失的风险。缺乏有效的传承，这些非遗

项目就无法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活力。

（二）保护机制不完善

非遗手工艺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和完善的维护

体系，是非遗助推乡村振兴中政策层面需要解决的

问题。政府虽然有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但还存

在缺陷。例如，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传承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其积极性难以调动。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表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

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但其只是笼统地提到了

补贴，还缺乏完整有效的实施措施。政府在这一方

面没有很好地落实政策，发挥其职责，只是关注发

展前景较好的非遗项目，导致鲜为人知的非遗技艺

还是难以保护和传承。加之政府宣传力度不够，没

有使非遗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此外，意识的缺乏也

是导致非遗流失的重要原因，一些相关人员（例

如，村官、乡镇相关部门）调动性比较大，很难深

入了解当地特色，可持续性较差，以致很多非遗难

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民众粘合度不高

非遗手工艺与民众的粘合度不高是非遗助推乡

村振兴中的一个难题。在传统的社会里，大部分手

工艺就是日用品，目的是为生活制造用具、食品

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在当今时代，与日用

相关的手工艺品逐渐减少，逐渐与日常生活、生产

脱节。例如，浙江丽水的莲都沙溪黄兰畲族彩带，

居民因为贫困，生活环境落后，只能自给自足，从

畲族彩带的纺纱、织布、印染、捣练到晾晒，全部

过程都由手工完成。但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

手工艺被工业化流水线代替，人们也很少接触手工

服饰。现如今，他们的民族服饰大多是工业化产

品，只有小部分是老一辈手工匠人所制作，这样会

造成传统手工艺越来越少，难以得到保护以及运用

到生活里。因此，如何挖掘新的视角，从不同角度

提高非遗手工艺与日常生活的粘合度，让非遗贴近

生活，值得深思。

（四）市场萎缩或消失

非遗手工艺市场被抢占，导致一些非遗手工艺

无人问津，绝大部分的手工艺行业都无法继续保持

其最兴盛时期的市场样貌。究其原因，对于非遗手

工艺的资金投入不够，致使发展规模越来越少，市

场份额逐渐降低，从而对资本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同时，由于大多数手工

艺传承人为中老年人，大多市场意识淡薄，缺乏合

理的市场规划和营销手段，只会针对周边地区，范

围小且市场单一，这也是造成市场萎缩或者消失的

原因之一。在浙江衢州，古琴属于一种较有历史的

弹拨乐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飞速发展，

现代化的钢琴、古筝等乐器已占据市场，衢州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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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渐渐淡出市场，甚至面临市场消失的窘境。据相

关资料显示，国内的其他省市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共

计 101个，大多数项目的市场处于逐渐萎缩状态[9]。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利用资本运作，振

兴非遗的市场，提供一个良性的市场环境，将为发

挥非遗价值提供支撑。

三、非遗助推乡村振兴中价值提升策略

针对非遗在助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培-护-融-扩”对策，以提升非遗的价

值。“培”是指培养非遗传承新势力，这是根本；

“护”是指落实非遗保护政策，这是保障；“融”是

指非遗融入日常生活，这是动力；“扩”是指根据

非遗特色，因“遗”制宜扩展市场，这是支撑。

（一）培养非遗传承新势力

非遗传承人群体老龄化、知识面较窄、综合素

质不高，自身传承能力比较薄弱；同时，传承对象

培养又先天缺失，村里适龄传承的中青年大部分外

出务工或生活。因此，培养非遗传承新势力是需要

解决的根本问题。一个合格的传承人除了需要掌握

专业技能和专业理论知识外，通常还需要了解历史

和传统文化习俗等。因此，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

非遗教育与实践，有效引导，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

中学习并热爱非遗，培养对非遗的兴趣和乡村荣耀

感，进而主动宣传和弘扬非遗。例如，在艺术课上

就可增加类似于剪纸、手工泥塑等课程，让孩子们

从小就能了解手工技艺、传统民俗等这些非遗。将

非遗传承主体过渡到青年一代，培养一批具有非遗

素养和乡村振兴理念的复合型人才，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二）落实非遗保护政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往往“重立法，轻

实施”，导致一些非遗不能很好地去体现和传承。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通过口传心授和动手实

践进行传承的，而在商业化的冲击下，这些非遗文

化很难被人看到，因此非遗在流传的过程中就存在

了一些问题。政府应挖掘那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却

已濒临灭绝的民间非遗及其传承人，对其采取有效

的保护措施和鼓励措施，激励新人去学习、保护、

传承和推广。地方立法也应该更加突出当地的特

色，把具有区域特色的非遗文化和传承人都汇聚在

一起，通过政府给他们提供平台和渠道，大力宣传

各色非遗文化。这既保障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水平，

也能够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国家应该建立并完善

保护非遗的相关条例，并督促下级领导人积极践

行，有效开展传承活动，努力培养后继人才。在前

期实地访谈问及非遗的传承有何阻碍时，传承人提

到如果有国家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序的组织社会

人士和学生来学习其感兴趣的非遗技艺，那么非遗

项目不仅得到了宣传，还能调动大家学习非遗文化

的积极性。

同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例如，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

家。日本政府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立

法较早，官方于 1975年、1996年、2004年分别对

《文化财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他们还创设“人间

国宝”制度，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

地位，此外，国家对传承人在税收等制度上也给予

优惠 [10]。只有将乡村的代名片以及传承人妥善保

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建设有机融合，以独

有的乡村特色提高知名度，才能发挥其在乡村振兴

中应有的作用。

（三）非遗融入民众生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国

民的义务。如今，已有小部分群体开始意识到非遗的

重要性，出现了一些民间保护团体，像“绍兴黄酒酿

制技艺传承基地”“古琴保护协会”等。这些团体活动

形式多种多样，参与人员有居民、政府官员、研究者、

教师、学生、家庭主妇等，此类活动在保护地方文化

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可

以考虑用多种日常手段和工具去记录，达到保护和传

承的效果，如：录音、录像、光盘、互联网、书籍、

报刊、杂志等多种方法。调研显示，一些非遗文化被

忽视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人们的参与度不高，非遗文化

难以融入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多组织开展一些保护非

遗的相关活动，让大家参与其中，感受非遗独特的魅

力文化。以嘉兴的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为例，可以作为

乡村旅游的体验项目，一方面让大家学习用传统方法

制作染布，近距离接触非遗，更加真实地感受乡村文

化；另一方面还可以将染布制成的衣服、零钱包、披

肩、团扇等一些日常用品进行销售，产生经济效益。

（四）因“遗”制宜扩展市场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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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12月

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战略。2019年 2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发

布，意见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

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

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11]。同时，从乡村文明自身

特色出发，积极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

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造与创新，赋予

新时代丰富的表现形式。乡村扶贫建设一直是我国

大力开发和支持的一个项目，我们应该运用现有的

非物质文化特色元素，打开乡村创新发展的大门。

省内各地的非物质文化众多，政府部门可以加大宣

传力度，开拓市场，乡村建设的创新开发中可以融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让非遗文化在当今市场

上有一席之地。例如，绍兴的霉豆腐，需要严格的

制作条件和复杂的制作工艺。来自浙江省绍兴市宁

六村里的咸亨霉制品工厂，从最早的单一口味进行

不断地创新，直至今日研发了符合现代人喜好的多

种口味，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制作工艺又融入了现

代市场的需求，使得非遗有较好的保留和发展。就

是在这种创新意识下让更多人了解到非遗文化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从而助推了乡村振兴。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助推乡村振兴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是党在新时代为农村发展设定的新目

标，是振兴乡村战略的重要支撑。本文通过对浙江

省非遗传统手工艺的调研与分析，得出了当前非遗

手工艺主要存在传承断层严重、保护机制不完善、

民众粘合度不高、市场萎缩或消失等问题，基于

此，提出了培养非遗传承新势力、落实非遗保护政

策、非遗融入民众生活、因遗制宜扩展市场等相应

对策，为提升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提供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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