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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尽
管我市非遗的抢救、挖掘、整
理 、申 报 等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绩，但与兄弟省市相比，还存
在不少差距。“热门”与“冷
门”的非遗项目，面临冰火两
重天的境遇。

“‘猴加官’是中原地区独
有的非遗项目，但在当前社会，
因为它表演单一、制作工序较
为复杂，已难以得到孩子们的
青睐，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而黄
河澄泥砚、登封窑、太乙拳等
非遗项目，则因为与现实生活
结 合 较 为 紧 密 ，保 护 现 状 较
好 。”一 位 业 内 人 士 说 。 此

外，在研究整理、保护经费和
政策落实等方面，我市非遗保
护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困难和问题。

“我市的非遗项目历史悠久，
数百上千年流传下来的非遗项
目是我们民族和地区的文明结
晶、历史记忆，其价值和重要性
毋庸置疑。”市文广新局社文处
处长孙东亮表示，如何让古老的
非遗不仅能在当下“活”下来，还
能活得精彩，是所有非遗工作者
日思夜想的课题，“这个过程有
很多困难，充满挑战，但是做好
了一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我们会不懈努力下去。”

让古老非遗“活”下去
——关注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 焱 图

开馆20多天的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每天都会迎来不少观

众，少则两三百、多达1500人次——纷至沓来的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下简称非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市有哪些非遗项目、各自

有着怎样的魅力？目前我市非遗保护现状如何，未来又该如何进行

保护？本报记者连日来进行了相关采访，并将分上下篇进行报道。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李焱
图）轻薄的乔其纱、华美的织锦
缎、绚丽的烂花绒、多姿的印花面
料、进口的蕾丝花边及精致的手
工艺制作，赋予了旗袍一种特殊
美感。百年华服，芳菲依旧。昨
日下午，“百年风尚——旗袍与时
装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幕，异
彩纷呈的旗袍秀、精致典雅的旗
袍展品令人大开眼界。

本次展览由河南博物院与中
国丝绸博物馆联合主办，由河南
省形象协会与河南万奎创意传媒
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展
览汇集了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和
一些私人藏家、服装设计师的 132
件（套）服装及相关实物，其中，宋
美龄穿过的一套蓝色旗袍、章子怡
在为北京 2008年奥运会传递火炬
时穿过的“奥运祥和”、周涛在2009
年春晚上穿过的“马赛克旗袍”等
分外引人注目。

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
旗袍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
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也是最
被世人认可和推崇的中国女性服
饰代表。华装绮丽、风姿绰约
——这是穿着旗袍的中国女性形
象，百年来,已成为东方女性的经
典造型。昨日的开幕式上，一场
旗袍秀精彩上演，身着各色各式
旗袍的模特轮番登场，为现场观
众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本次展览分为“百年旗袍”和
“当代时装艺术”两个部分，集中展

示旗袍的百年流变和现代时装的
独特魅力。展览在回顾、梳理中国
旗袍的百年历史和当代时装艺术
的同时，着重表现中国设计师对传
统、现代及未来的思考，呈现给观
众的是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和真
切生动的文化体验。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
15 日，对社会免费开放。办展方
还将在展期内陆续推出专家讲
座、展厅互动、观众参与、旗袍表
演等系列公益活动。

来河南博物院看旗袍展吧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动画
电影《熊出没之雪岭熊风》近日在
奥斯卡新建文影城点映。憨厚老
实的熊二、机敏勇敢的熊大，以及
萌趣可爱的新角色团子带领大小
影迷经历了一段奇妙的雪山历险，
不仅小朋友们直呼好看，家长们也
觉得乐趣十足。

去年《熊出没 1》以 2.5亿元票
房刷新华语动画片票房纪录，华丽
升级的《熊出没之雪岭熊风》带来了
更精彩的故事和更精良的 3D 制

作。相比一般国产动画的低幼剧
情，《雪岭熊风》着重刻画熊二的成
长，亲情、友情，甚至爱情，这些人生
中的重大命题在影片中均有所展现。

影片中，作为主角的熊二，成
长经历更丰满、性格更立体，经历
与哥哥熊大产生矛盾、与依恋的
母亲分离、与新角色雪熊的共患
难……影片的成长故事温馨励志，
传递满满正能量。

据悉，该片将于本月 30 日起
在奥斯卡旗下的各大影城上映。

《熊出没之雪岭熊风》点映获赞

温馨励志故事传递正能量

记者从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了解到，我市非遗项目目前共有民间文
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
民间手工技艺、民俗、民间信仰、民间知识
和传统武术、游艺十大门类 149项；已公布
四批共计 149 项市级非遗项目和 149 名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帝传说、太乙拳等40个
项目入选省级非遗名录，黄帝拜祖大典、少
林功夫等六项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非遗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
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具有
地方性、群众性等特点，是我们的文化之
魂、民族之根。”郑州大学教授、民俗专家高
天星表示，郑州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很
多独特的民间艺术在这里生存、传承、发
展、变迁，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非遗资源，加
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增
进民族团结的纽带，也是促进社会稳定的
重要基础。

去年 12 月 31 日，为展示、宣传郑州非
遗项目，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揭开
面纱，对市民免费开放。“展馆面积 1500平
方米，展出的项目囊括我市所有非遗项目，
并集展示展览、制作表演、动手操作、收藏
培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郑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李桂玲介绍，非遗展
示馆不单成为市民了解非遗的首选地，也
有望成为我市一座新的文化地标。

记者在展示馆看到，不少观众在展品
前流连忘返。雄伟壮观的“小相狮舞”、流
传千年的新密麻纸制作技艺、中原独有的

“猴加官”、民间传统“布艺堆画”、富有嵩山
文化韵味的“嵩山木雕”等项目各有千秋；
蔡记蒸饺、合记烩面等项目令人垂涎欲滴；
神秘的“嵩山摸摸会”、传说类遗产“列子传
说”等非遗项目无不令人眼界大开。

李桂玲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市按
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
承发展”的工作方针，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了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
2006年 3月，经郑州市政府批准，市编
委会同意在郑州市群众艺术馆增挂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
子，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随后，各
县（市）区文化馆也先后增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自此我市非遗
保护传承工作正式拉开序幕；2009年4

月至10月，我市首次开展了非遗普查，
全面了解和掌握了我市非遗资源的种
类、数量、分布状况、存在环境和现状，
普查中，采用文字、录音、录像、照相等
方式对非遗线索的内容、特征、表现形
式等进行了全面记录和归类整理，建
立了文字和音像档案。

而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生效、2014年1月
1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施行，更是对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郑州市作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更应在
非遗保护与传承上率先在全省作出示范
和表率。”李桂玲说，对非遗的保护更应
该落实在行动上。2014年，郑州的非遗
项目已相继走进呼伦贝尔和赣州，向外
推广宣传；而在本地，除了每年文化遗产
日都会有非遗项目走进校园、广场、社
区，非遗保护中心还在惠济区一所小学
开设了烙画特色课程，“下一步我们还将
开展更多的行动、探索和尝试。”

非遗保护重在行动

非遗面临冰火两重天

文娱新闻

郑州非遗资源丰厚

市民在非遗展示馆拍摄少林功夫塑像

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泥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