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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功在当代　非遗保护利在千秋

酒泉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局长  贾其全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一个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演变

过程中，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是造就不同地域鲜明特色的最主要因素。酒泉位于古

丝绸之路黄金路段的中段，自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设郡以来，已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自古就是中原连接西域的战略要道和重要通道。酒泉也是华夏文明发

祥地之一。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不仅是外来贸易物品涌入中国的关口，也

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西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不断碰撞、交汇和融合，使酒

泉成为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交融、文物遗存众多、文化资源

富集、具有神奇魅力和无限生机的热土，有着“丝路明珠”“飞天故乡”“石油

摇篮”“航天之都”的美誉，长久以来赢得世界的高度关注。

酒泉人在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众

多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中明确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

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口头文学及其语言载体、传统表演艺术、民俗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

和宇宙的民间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及其相关的文化空间等。这些以精神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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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态存在、以活态化和流变化的演进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世

世代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当中，浸润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是人类创

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地域文化身份的鲜明标志，对于人类的繁

衍生息、社会实践、文明演进发挥着推动作用。但是，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全球

化进程中，多种多样的文化遗产正受到严重冲击，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格

局受到严峻考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研究，越来越受到各方面

的高度重视，从而使非物质文化的发掘、保护、研究和传承成为世界范围的一门

“显学”。

酒泉地区以“酒泉宝卷”“敦煌曲子戏”“哈萨克族阿依特斯”“酒泉夜光

杯雕”“肃北雪山蒙古族服饰”等为重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世代相传，影

响广泛，具有重大的价值。截至目前，酒泉市已建立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5项、

省级28项、市级136项、县级391项四级名录体系。各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已

初具规模，各项国家级项目正在国家专项经费的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展开，其他项

目的保护工作也在省、市、县的努力争取下逐步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传承，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竞争力

和知名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追溯酒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

自发性单项保护到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2005年国务院下发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酒泉市高度重视《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的宣传贯彻，市文广新局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要求各县市区文

化部门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开展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宣讲、

展示活动，不断提高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全市（七县、市、区）

成立了八个非遗保护中心，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三个，展示厅四个。我们

按照中央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省、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

目标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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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调动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在加强调查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分步实

施，点面结合，重点突破，不断加大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力度。从成立固定的组

织机构，到制定出台专门的保护条例和办法，再到建立健全名录体系和实施具体

的项目保护与传承，一个较完备的、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体系逐步

建立起来，使酒泉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了积极有效的保护。

新的起点和征程，新的目标与要求，新的期待和跨越在激励着酒泉百万飞天

儿女奋发努力，勇于创新，再造辉煌。特别是自“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获得国家批复立项后，酒泉市紧紧围绕“一带三区十三个板块”的重要内容，在

全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挑大梁、走前列、树标杆，紧紧抓住华夏文明

传承创新建设区这一平台，发掘文化内涵，科学规划方案，以建设文化强市为目

标，以敦煌和肃州两个“国际文化旅游明星城”建设为龙头，沿丝绸之路文化旅

游主线进行布局，向周边延伸，开展“百项千亿”项目工程建设；以“敦煌文

化”和“航天文化”为两大王牌，凝练出丝路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简牍

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玉·酒·泉文化及现代工业文化等多种文化内涵，

要把酒泉市建设成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市、文化惠民示范市、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示范市和西部现代文化创新发展的“文化高地”。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生存环境面临更大危险，保护传承面临更大挑战，需要我们以更高的文化自觉、

更强的发展信心、更实的工作措施，实现更加有效的保护，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这项涉及广泛、规模宏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益性文化工程实施好。此

次，由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负责编写的《酒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就

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具体举措，既能通过成果展现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知识的普及推广，也能通过扩大宣传深度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

识，又能通过研究积累进一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方法，期望能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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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有的效果，并引发酒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取得更大成就的信心、干劲

和创造精神。

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为促进酒泉文

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共同努力。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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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

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其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

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

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

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曾被誉为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酒泉拥有19.2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42个民族兄弟姐妹共同繁衍生息，在

新世纪的阳光照耀下携手创造美好的生活。酒泉历史文化资源积淀丰厚，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源远流长。现有5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8个项

目列入省级名录；136个项目列入市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3名，省级传承人22名。

自200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启动实施以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认真贯

彻“全面普查、摸清家底，理清脉络、建好体系，健全机制、规范管理，整体保

护、传承发展”工作目标，坚持“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普查工作指导思

想，本着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组织全市普查工作人员广泛深入地开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2004年全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市文广局在深入调查研究后，

起草《酒泉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市政府办公室于2005年8月12

日批转下发该方案，并成立酒泉市“非遗”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为加强领导，

前  言
Q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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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调动各方面工作积极性，顺利实施“非遗”保护工程，市政府建立保护工程

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规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主要职能，明确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为保护工程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工作保障。

各县市区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组织

实施。市文广新局每年对非遗普查工作进行专题安排，并将非遗普查保护工作列

入全市文化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重要内容进行统一考核。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保护工作，一些企业和个人也纷纷出资整理资料、摄录影像光盘、申报保护名录

项目，在全社会逐步形成“非遗”保护的自觉性。

在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省上培训的同时，采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集中学

习、工作调研、专题辅导、以会代训等形式扩大培训面。市文广新局结合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对全市文化系统文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培训，自2005年以来，全市近千人次文化系统骨干参加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培训，为实施保护工作奠定了工作基础。同时向上争取名

额，外派工作人员参加省部级非遗工作培训达150人次。

为有效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让群众广泛接触了解非物质文化遗

产，并发动群众提供普查线索，各县市区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非遗普

查和保护宣传活动，营造了全社会参与普查的良好氛围。

广场宣传。利用各文化保护中心自身优势，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宣传文

艺晚会，播放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知识录像片，同时抓住重大节庆日，以板报巡

展、群众签名、叼羊演练、黑走马展演等活动形式，深入学校、乡镇、社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

媒体宣传。肃州区搜集整理的近五万字的《酒泉民歌初探》《飞天的故乡说

酒泉》两篇文章在《酒泉日报》连载；肃北县非遗保护中心与当地电视台拍摄制

作普查专题节目，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宣传活动。以国家级项目“酒泉

夜光杯雕”制作的专题记录片，在中央电视台十套与《探索与发现》栏目中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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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

节会宣传。自2004年，组织非遗项目参加甘肃省特色文化大省宣传周暨首届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节、甘肃省春节晚会、第七届深圳文化产品博览会等大型节会

及各项非遗摄影展等，展示酒泉特色的民间美术工艺品、少数民族服饰、酒泉民

间音乐、舞蹈、美术、手工技艺等。市非遗中心在2010年的第二届民族文化艺术

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被评为最佳展览奖。

全市及各县市区利用展览、讲座等形式，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普

查工作。2008年，对全市各县、市、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拉网式”的全面

普查，共收集普查线索543条，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6类378项，项目分布在

全市7个县、市、区68个乡镇和50多个社区。填写普查表640页，编纂整理文字资

料近120万字，征集实物共16大类3575件，拍摄照片4465张，录音284.28小时，

摄像记录246.28小时，文字记录55.8万字。全市共走访非遗传承人（老艺人）905

人，掌握了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信息。全市企业和民间新建民俗博物

馆3个、陈列馆7个、私有传习所2个。

普查的成果，很大程度体现在普查资料的整理汇总的质量上。为此，市县

两级非遗保护中心和非遗普查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立专门的资料库和档

案室，购置电脑、资料柜、资料盒、光碟等设施物品。电子档案、实物档案、纸

质档案的整理汇总等齐头并进，最大限度地使非遗普查的成果能全面、清晰、方

便、快捷、真实地反映出来。全市共编纂文字资料8套9册计120万字以上，其中

编纂市级普查成果汇编本1套2册、县级普查成果汇编本7册。

截至目前，酒泉夜光杯雕、酒泉宝卷、敦煌曲子戏，雪山蒙古族服饰、阿依

特斯5个项目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酒泉地蹦子、蒙古族马上用

具、金塔木雕、瓜州木偶戏，敦煌彩塑、哈萨克刺绣等28个项目被甘肃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市政府公布了136项市级名录，各县市区

公布县级名录300多项。黄越肃等3人被评定为国家级项目传承人，闫光福等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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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定为省项目传承人。

2012年4月至5月，市保护中心就五个国家级项目首先督促其责任保护单位进

行自查、自纠、自改。4月底进行全面检查，对国家级项目根据存续状况、保护

单位履责、传承人传习、235万元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调查、

走访国家级传承人乔玉安、肖德金、黄越肃和娜仁其其格等部分省级传承人。这

些代表性传承人，身体状况良好，传承工作积极，与文化馆、乡镇文化站配合默

契，积极协作，在公益性宣传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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