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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

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 它是民族身份的标识，民族文化的

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民族精神的结晶。

江苏历史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为了保护与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 2004 年 7 月起，江苏全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 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贯彻"保护为主 、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统

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以国家级项目保护为重点，

以濒危项目抢救为优先，以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为核心，以文化传承发

展为目标，在保障上求力度，在机制上求创新，在传承上求延续，在

发展上求突破，因类制宜，因项制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实施

科学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

江苏于 2005 年 1 月在全国率先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立

法。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 2006 年 9 月 27 日经江苏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通过，于 2006 年 11 月 l 日起施行，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保障。 自 2004 年起，全省逐步建

立健全组织工作机构，形成长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并不断

加大投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健康开展。 我省建立起了国

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 截止到 2009 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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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干f 作|家级名录项目 88 项，省级名 录项目 221 项(按不同项日

名称统计，不包含同家级项目在内) ，市级名录项目 817 项，县级

斗~ 5R项 H 2029 顷 。 按照分级保护的原则，我们逐级落实了项目保护

的责任主体以及具体的保护责任、保护计划和保护措施。 我们着力保

护代表性传承人，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2006 年.我省率先制定实施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命名与资助暂行办法 》 。 全省现有同家级传承人 102 名、省级传承人

149 名飞各级政府采取资助"师带徒"、对传承人发放补贴、为传承

人提供传承场所、对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传承人进行职称评审、为传

!fç人挺{共展示交流平台等多种措施，激励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为 「构筑永久的保护载体，各地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建设 ，

先后建成~r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 67 个 、 民俗馆 8 个、传习所和

传承墓地 29页个，包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内 ，全省尚有 60 多个

展tñ拟建、在建q 近年来，我们连续举办了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似护 ·苏州论坛出版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成果。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以及展示方面，我们利用民族传统节日和"文

化应产问'\ 每年举办近 1000 场(次)的艺术节、博览会、展示周，

以及进校闷 、 j韭丰 1: 12< 、进军营等系列活动，扩大了江苏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影H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 同时，

我们正Jf-J 3 年多的时间对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掘进行了较为全面、

彻底的背查，全省共动员近一 11800 人参与普查，搜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线索 1 6 万多条 ， 走访调查对象 89689 名，实地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

Jr;j [J 28922 顷，搜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 33200 余件，录制音像资料

2900 缸(盒) ， 106 个县(市、区)和 1 个经济开发区全部汇编出版

()02 



了普查资料，总数达 187 卷(册) 。 通过普查，全面摸清了江苏境内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 、 保护传承

现状，为全面实施规划保护 、 科学保护和长期保护奠定了基础 。

为了系统宣传和介绍江苏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激发全社会参与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 2007 年，我们编辑出版了 《江苏省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 》。 此次编辑出版的 《 江苏省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是对原有工作的一种延续 。 这本书兼具学

术性、知识性和文献性。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对江苏省入选第二

批同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 目 和江苏省人选第一批同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的项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保护与利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科学发

展现和构建和谐杜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延续江苏人文脉络，建设文化

强省， 实现江苏经济 、 社会、文化全面、 协调 、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

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尊重历史， 尊重

前人的创造，更好地担负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崇高责任，切实保

护好、利用好以及弘扬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进一步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和采取有效措施，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生态化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

有人，发扬光大，为促进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续写中华文明的

灿烂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O(ß 

江苏省文化斤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王世华

201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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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江苏的地理及文化概况

概述
l!mm!I 

江苏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长江、淮河的下游。全

省总面积约 10.2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7400 多万。 江苏置省始于清康

熙六年 (1667) ，取江宁 、 苏州|二府之首字而得名 O 江苏省现设 13 个

省辖市，下辖 106 个县(市 、 区) ，省会南京 。

江苏的地形有些狭长，东西大约 300 公里，南北大约 500 公里，

微微地向西倾斜。 江苏跨江滨海，平原辽阔，水网密布，湖泊众多。

从地理的角度，人们习惯上以长江为界，把江苏分为苏南、 苏 中、 苏

北三个地区。 苏南地区包括南京 、 苏州 、 无锡、常州、镇江 5 个市，

苏中地区包括扬州、南通、泰州 3 个市，苏北地区包括徐州 、 淮安 、

盐城 、 连云港 、 宿迁 5 个市 。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同时也育一方文化。

江苏苏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元锡、常州，地处太湖流域，河网纵横，

稻作文明悠久，历史上又属于吴地，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产生了聪颖灵慧、

富于创新的吴文化。 苏北地区，特别是徐州、宿迁，本地的楚汉文化

历史悠久，因为地处江苏北部和西北部边缘，受齐鲁文化影响又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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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形成了这一地区勇武而不失庄重的文化特色。苏中地区.特别是

扬州，京杭大运河纵穿腹地，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那↑自湖水荡

漾其间，农业生产除稻作外也兼旱作，生活在这里的人充满机敏惶趣，

既有北方人的开朗爽利，也有南方人的睿智灵秀，形成了独特的维扬

文化。 南京横跨长江南北，多种文化的汇聚、融合，形成了南北贯通、

包容万象的金陵文化O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及分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文化空间， 其范罔包括 一) 口头传统，

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二)传统表演艺术( -=二)民俗活动、

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宁市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五)

传统手工ι技能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

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皆备。江苏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8 J页 。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遣产名录中，江苏有 37 个项日入选，其种类包括民间文学 、 民

间音乐、传统珑刷 、 曲艺 、 民间美术、传统于工技艺、民俗 7 大类 。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同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罔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江苏一共又有 51 个项目入选，其种类

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 由艺，传统体育 、

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 10 大类 3 在省

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 123 个项目入选。

006 



概述
tiliDIII!I 

在省政府公布的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巾，分别有 112 个项日和 39 个项目入选J 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江苏各地均有分布，就日前公布的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看，江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在南京、

苏州、无锡、扬州、常州、慎江、南通、徐州、淮安等地。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和价值

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江苏这一特定的地域内形成的。江苏

东临大悔，地平山少，平原辽阔，水网稠密，湖荡众多。全国有五大

淡水湖，江苏占了两个，分别是太湖和洪泽湖。江苏共有河道 2900 余

条，湖泊近 300 个，内陆水域面积达1.73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

的 16.9% ，是全国内陆水域所占比例最大的省份。江苏素有"鱼米之

乡"之美誉，农业、牧业、蚕桑以及于工业等自古天下闻名。江苏的

现代工商业也兴起较早，在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 t占有重要地位。

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华文明的整体影响，江苏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形成了血著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一、地域特色鲜明。江苏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上具有浓郁的江南韵致和水乡特色，但因为苏

南、苏中、苏北存在地理环境上的差异，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呈

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江南吴地风士清嘉，山清水秀，同林小桥，

吴侬软语，因此，苏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特点雅致、柔美、精细，

其歌谣、舞蹈清丽灵秀，戏剧、曲艺细腻委婉，传统手工玲珑雅h4;

苏北平原广阔，其山也高，其风也烈，故而，苏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体特点浑朴、刚劲、粗扩，透露出刚烈的楚汉雄风，其落子舞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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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柳琴戏、梆子戏高亢激昂，剪纸 、 年画夸张古朴;以江淮名邑

扬州为代表的苏中地区，则是兼综南北，柔中带同1]，其民风习俗淳朴

闲适，充满惺趣，故而，苏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琢玉慧在潦技艺巧

夺天工，说书唱曲艺术雅俗兼备，平实中藏精致，精致中见平实。 二、

民间美术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江苏自古物产丰饶，

经济发达，苏州有"人间天堂"之美称，扬州历史上也曾是世界上可

数的极为繁华的大都市，交通的发达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繁荣，经济

的富庶促进了手工技艺的发展和兴盛。 这两地的民间美术和传统手工

技艺都十分丰富且极具特色。三 、 内涵丰富，影响深广。 江苏文化虽

有自身的文明源头，但从宏观上来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下的一元，

它的发展也是不断吸取多种文化的结果，因而显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

特点。 江苏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使得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

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内涵。 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播

的过程中，又以其自身的特质和魅力对其他地域和其他种类的文化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昆曲对其他剧种的影响就是最好的说明。

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江苏先民的杰出创造，是中华文明的伟大结品和全人类的共同

财富。 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丰富的精神信息、历史信息、

科学信息、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历史价值 、 科学价值、

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实用价值、经济价值等多重价值。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和保护状况

随着工业化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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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斩狭窄，现代生活方式对它的消解，以及过度的开发与建设性破坏，

对其存在形态构成程度不同的危害。 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全国

一样，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典民间传说的讲

述者越来越少，传统戏剧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桃花坞木版年画、

剪纸等民间美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金陵刻经印刷技艺、苏扇制

作技艺、惠山手捏泥人等传统于工技艺后继乏人。 自 2004 年 7 月江苏

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启动实施以来，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现已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 正式施行，建立起了国家 、 省、市、

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命名了两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全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师、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建设了→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物馆和专题场馆，出版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和研究成果，

一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抢救、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力 、 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

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 、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切实重视和保护包括江苏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中华民族永远保持其特有

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民族智慧和凝聚力、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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