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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深深

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润物无声地滋养

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 世界发展的历程昭示我们，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等

"硬实力"还取决于"文化软实力" 。 作为保留民族历史

记忆、凝结民族智慧、传递民族情感、体现民族风格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是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保护好、传承好非物质文化

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

薪火，就是维护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增强民族

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

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

重要意义。

浙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之源，拥有特色鲜明、光辉

灿烂的历史文化。 据考古发掘，早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

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活动。 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浙江大地积淀了著名的"跨湖桥文化"、"河姆

渡文化"和"良诸文化" 。 浙江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创造了熠熠生辉、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丰

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2006年国务院公

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省项目数量

位居榜首，充分反映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

和独特魅力，彰显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留存于浙江大

地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浙江人民智慧的结

晶，是浙江地域文化的瑰宝。 保护好世代相传的浙江非物

质文化遗产，并努力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责

任，是建设文化大省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对增强我省

"文化软实力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建

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历来十分重视传统文

化的继承与弘扬，重视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

为此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 特别是近年

来，我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领导，制定政策法规，加大资金投入，创新保护机制，

建立保护载体。 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民间老艺人，以高

度的责任感，积极参与，无私奉献，做了大量的工作。 通

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浙江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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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对我省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逐一进

行编篡介绍，集中反映了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

保护的成果，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它的出版对

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知识，扩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进一

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增强全省人民的

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将

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

园。 保护文化遗产，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更

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 我们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 、 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保护原则，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把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推上新台

阶，促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

展大繁荣。

200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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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即将陆续出版了，看到多

年来我们为之付出巨大心力的非物质文化选产保护成果以这样的方

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我和我的同事们乃至全省的文化工作者都由衷地

感到欣慰。

山水浙江，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人文萎萃。 我们的家乡每一处都

留存着父老乡亲的共同记忆。 有生活的乐趣、故乡的情怀，有生命的

故事、世代的延续，有闪光的文化碎片、古老的历史遗汗。 聆昕老人口

述那传讲了多少代的古老传说，观看那沿袭了多少年的传统表演艺

术，欣赏那传承了多少辈的传统绝技绝活，参与那流传了多少个春秋

的民间民俗活动，都让我深感留住文化记忆、延续民族文脉、维护精

神家园的意义和价值。 这些从先民们那里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选

产，无不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无不寄托着劳动人民的情感迫

求，无不体现了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文化创造。

然而.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生活方式的



娼变，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从不曾须央分开的文化记忆和民族传统，

正在迅速地离我们远去。 不少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后继乏人，许多千

姿百态的民俗事象濒临消失，我们的文化生态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面

临发炭可危的境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深切地感

悟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民族的文脉得以延续，让人们的精神家

园不遭损毁，是如此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在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在文化部的悉心指导下，我省承担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综

合试点省的重任。 省文化厅从2003年起，着眼长远，统筹谋划，积极

探索，勇于实践，抓点带面，分步推进，搭建平台，创设载体，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为我省乃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尽

到了我们的一份力量。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我省有四十四个项目入围，位居全国榜首。 这是我省非物质文

化造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佐证。



我省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体现了典型

性和代表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西施传说、济公传说，演绎了中华民族

对于人世间真善美的理想和追求，流传广远，动人心魄，其有永恒的价

值和魅力。

昆曲、越剧、浙江西安高腔、松阳高腔、新昌调腔、宁海平调、台

州乱弹、浦江乱弹、海宁皮影戏、泰JI阪药发木偶戏，源远流长，多姿多

彩，见证了浙江是中国戏曲的故乡。

温州鼓词、绍兴平湖调、兰溪摊簧、绍兴莲花落、杭州小热昏，乡

情乡音，经久难衰，散发着浓郁的故土芬芳。

舟山锣鼓、蝶州吹打、浦江板凳龙、长兴百叶龙、奉化布龙、余杭

滚灯、临海黄沙狮子，欢腾喧闹，风貌独特，焕发着民间文化的活力和

光彩。

东阳木雕、青田石雕、乐清黄杨木雕、乐清细纹刻纸、 西?令印社



金石篆刻、宁波朱金漆木雕、仙居针刺无骨花灯、映石灯彩、 l睐州竹

编，匠心独具，精美绝伦，尽显浙江"百工之乡"的聪明才智。

龙泉青瓷、 龙泉宝剑、张小泉剪刀、天台山干漆夹芒技艺、绍兴

黄酒 、 富阳竹纸、湖笔，传承有序，技艺精湛，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

名片。

还有杭州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百年品牌，博大精深;绍兴大禹祭

典，彰显民族精神，延续华夏之魂。

上述四十四个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堪称浙江传统文

化的结晶，华夏文明的瑰宝。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宝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抢救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浙江省文化厅、

财政厅决定编篡出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对我省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四十四个项目，逐个编篡成

书， 一项一册，然后结为丛书，形成系列。

这套"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定位于普及型的丛



书。 着重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H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代表人物、典

型作品、文化价值、艺术特征和民俗风情等，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可读性

和权威性。 丛书力求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展现非物

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体现人民群众杰出的文化创造。

我们设想，通过本丛书的编篡出版，深入挖掘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的丰厚底蕴，盘点浙江优秀民间文化的珍藏，梳理它们的

传承脉络，再现浙江先民的生动故事。

丛书的编篡出版，既是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树碑立

传，更是对我省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展示，为

广大读者提供解读浙江灿烂文化的路径，增强浙江文化的知名度和

辐射力。

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代后来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知。 愿这套丛

书的编篡出版，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和掌握更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知识，从浙江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感受我们民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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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文化的独特魅力，树立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保

护文化选产的不朽事业。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选产代表作丛书"的编篡出版，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给予了大力支

持;各项目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承担了具体编篡工作，财政部门给予

了经费保障;参与编篡的文化工作者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贡献了多年的积累;浙江摄影出

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精心地进行编审和核校;特别是从事普查工

作的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普查员们，为丛书的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在此，作为总主编，我谨向为这套丛书的编篡出版付出辛勤劳动、

给予热情支持的所有同志，表达由衷的谢意!

由于编篡这样内容的大型丛书，尚无现成经验可循，加之时间较

紧，困而在编篡体例、风格定位、文字水准、资料收集、内容取舍、装

帧设计等方面，不当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i成请广大读者、各位专家



不吝指正，容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完善。

我常常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如此的博大精深，而生命又是

如此短暂，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当我们以谦卑和崇敬之情

仰望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巍峨殿堂时，我们无法抑制身为一个中国人的

骄傲和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自豪。 如果能够有幸在这座恢弘的巨

厦上添上一块砖一张瓦，那是我们的责任和荣耀，也是我们对先人们

的告慰和对后来者的交代。 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这样添

砖加瓦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此而竭尽绵薄之力。

值此丛书出版之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推动，有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有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有

全体文化工作者的尽心尽力，我们伟大祖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厦一定

会更加气势磅礁，高耸云天!

2008年4月8 日

(作者为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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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

第-批(共 44 种)

白蛇传传说

梁祝传说

西施传说

济公传说

蝶州吹打

舟山锣鼓

浦江板凳龙

长兴百叶龙

奉化布龙

临海黄沙狮子

余杭滚灯

永嘉昆曲

衙州西安高腔

松阳高腔

新昌调腔

宁海平调

台州乱弹

浦江乱弹

蝶州越~IJ

海宁皮影戏

泰顺药发木偶戏

温州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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