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琳琅满目的庆阳香包绣制品、雕工精湛的临夏砖雕屏风、独具民族风情的蒙古族服饰……近日，在山东济南举办的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会现场，陇原非遗精品格外“吸睛”。这些既代表着传承创新又富含文化意蕴的非遗参展作品，是陇原非遗传承人匠心独运的体现，也
是近年来甘肃省非遗系统性保护结出累累硕果的一个侧面。它们在带给参观者特别的文化体验的同时，再一次向人们展现了甘肃非遗之美。

今年适逢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本届博览会以“保护传承 守正创新”为主题，全面展现了这
20年来中国非遗保护的实践成果。

其间，包括蒙古族服饰、临夏砖雕、庆阳香包绣制三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内的全国各地21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为人们奉上
了一场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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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喜欢了！”在位于济南高新区美
莲广场的分会场——“赶个新国潮”青
年创意市集上，一个女孩在参观兰州职
业技术学院的非遗作品展台时，一眼瞅
中了一对耳饰。

“这对耳饰采用了传统的掐丝珐琅
技艺，是由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创作
的。”兰州职业技术学院非遗学院副院
长班岚向女孩介绍。

近年来，我省非遗研培院校充分发
挥高校学术研究和教学资源优势，精心
组织举办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各类传
承人研修研培班，帮助传承人强基础、
增学养、拓眼界，提高非遗传承人文化
素养、学习能力、传承水平。在不断壮
大的非遗保护传承队伍中，青年力量进
一步助力非遗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赶个新国潮”青年非遗创意市集
分会场活动是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会的亮点活动之一，主要展示
各研培院校、高校师生创作的非遗产
品。兰州交通大学、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分别携带“行走的诗经服饰”“千岁香
包”系列文创产品及兰州刻葫芦等文创
产品参加了活动。

“赶个新国潮”青年创意市集共设置
110个展位，旨在通过展销各研培院校
师生创作的非遗作品，提升非遗创意设
计水平，促进高校之间交流互鉴，展示非
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
产学院是甘肃省第一家以“非遗”命名
的二级学院。设有工艺美术品设计、首
饰设计与工艺、文物修复与保护、石窟
寺保护技术和书画艺术五个专业。

22 岁的天水女孩康睿青是兰州职
业技术学院非遗学院的大三学生。在
大一、大二期间，康睿青接触到了洮砚
等非遗项目，进入大三学习掐丝珐琅时
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绘稿、制
胎、掐丝、点蓝到最后进行覆模，康睿青
和她的两位同学全程参与了此次展览
珠宝饰品创作的流程。

康睿青说，在这样的实践学习过程
中进一步掌握了掐丝珐琅的技法，最主
要的是，自己的一些创作理念也有机会
能够在创作中得以体现。“我们接触到
的（珠宝配饰）传统配色比较典雅，这一
次我们就对配色做了一些亮丽的调整，
以及渐变色的尝试。”当一些想法得到
认可并被采纳时，都让康睿青和同学们
开心不已，信心大涨。

“在致力于传承非遗手工技艺的同
时，学院精心助力学生打造属于他们自
己的文创品牌。”班岚说。

兰州交通大学带来的“行走的诗经
服饰”和“千岁香包”系列文创等，同样
是出自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创作。兰州
交通大学“一带一路”文化旅游研究院，
长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文
创产品开发等领域开展调查研究、政策
咨询、方案设计、推广传播、管理和技术
人才培养等。

据介绍，“行走的诗经服饰”以商周
服饰为设计出发点，融入了庆阳香包、剪
纸皮影等非遗元素。非遗技艺与时尚服
饰的结合，通过舞台、正装、休闲、童装四
个系列几十套服装，让关于“耕织”的技
艺、对美的追求，跨越时空、绵延不息。

而“千岁香包”文创系列，则是源于
对国家一级文物——千岁香包进行的
深入挖掘与衍生设计。

“千岁香包”是2001年在对位于庆
阳市华池县、建成于金大定十年（公元
1170年）双塔寺石塔遗址进行抢救发掘
时发现的香包，距今已有千年。千岁香
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触发了师生们的创作灵感，他们在保留
文物基本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生
活，令人从每一件作品中感受到跨越时
光而又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

非遗的每一次精彩亮相，既是对非
遗之美的再诠释，也让更多的人再一次
走近非遗，体验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可
见、可亲、可参与的美好生活。

据《甘肃日报》

绽放陇原非遗之美

身上长着“翅膀”的猪龙，有着一
对大大的“顺风耳”的迷彩虎头帽，高
45 厘米的大牛，只有几厘米大的小螃
蟹……在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庆阳香包绣制非遗工坊的展台
上，色彩艳丽、造型各异的精美绣制
品，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

“庆阳香包寓意传统古老，代表的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祝福。猪
龙、虎头帽、虎头包等是庆阳传统香包
里的重要元素，经过多年不断摸索，现
在的香包样式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创
新。像虎头包的老虎鼻子是蝴蝶造
型，寓意耄耋之年，蕴含长寿之意；虎
头帽的老虎眼睛，我们叠着绣了5层，
其中一层里还放了香料，老虎的耳朵
也大得夸张，这是我把小时候听过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民间故事创意融入
了作品；还有猪龙，过去身上是没有翅
膀的，现在这个翅膀有着振翅高飞的
美好祝福。”面对展台前络绎不绝的参
观者，国家级非遗庆阳香包绣制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讲述着庆阳香包
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我国
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超过10万项。

就甘肃而言，截至 2024 年 10 月，
全省共认定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801
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3049 人。其
中，花儿、环县道情皮影戏、天祝格萨

（斯）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3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68名；省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493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758 名；各市（州）共公布 2481 项市

（州）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认定3425名
市（州）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各县

（区）共公布5741项县（区）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认定8798名县（区）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全省已形成了比较完整
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全省共设立 8 家省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2 条旅游线路入选全国 12 条非

遗主题旅游线路，3 家非遗工坊入选
“2022 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临夏砖
雕、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等15个国家
级非遗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
艺振兴目录，1家非遗企业入选国家级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家集体和
5 名个人入选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先进公示名单。

这些“硬核”数据，见证的是甘肃
非遗系统性保护结出的累累硕果，非
遗系统性保护已成为我省高度重视的
一项重点工作，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欢
迎的一项惠民工作，为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幸福美好新甘
肃发挥了重要作用。

“看见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庆阳香
包，我感觉特别欣慰，这也让我们更加
坚定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坚持的非遗
保护方向，也确信古老技艺之美是永
不过时的，还会有更为广阔的市场。”
刘兰芳说这是自己在本次博览会上最
大的感触。

庆阳香包绣制在2006年5月被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作为一种以中国传统民
间美学为基础的民间手工艺术品，庆
阳香包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
代表作品。刘兰芳既是传承人，还是
庆阳香包绣制非遗工坊的负责人。

2022 年，庆阳香包绣制非遗工坊
与裕固族服饰非遗工坊、临夏砖雕非遗
工坊一起，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
例”。通过多年探索实践，庆阳香包绣
制非遗工坊将传统庆阳香包绣制与当
代文化相结合，设计推出不同类型的非
遗文创产品。刘兰芳告诉记者，非遗工
坊现有绣娘 30 人，并带动辐射周边
4000余名村民参与香包制作工作。

近年来，我省深入挖掘传统技艺
类非遗项目的当代价值，以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为载体，不断推进非遗工坊
建设。正如庆阳香包绣制的传承与创
新一样，各级非遗工坊正带动着一批
又一批人保护非遗、传承非遗。

非遗保护的20 年，也是不断创新
的 20 年。当传统非遗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更是让人们眼前一亮，到底会产
生怎样的奇思妙想？

在本届博览会现场，有一处“敦
煌·时间的守护者”体验区，人们戴上
AR眼镜，就可以全身心地沉浸于敦煌
莫高窟的瑰丽雄奇，体验建模复原的
中晚唐时期的沙州（敦煌）盛景，欣赏
莫高窟 220 窟、285 窟流光溢彩的珍
贵遗存，感受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

非遗大集、“视频直播家乡年”、
非遗大舞台展演季、非遗进景区展演
系列活动、“非遗+旅游”示范性活动
……近年来，我省在做好非遗保护、
传承、利用工作的同时，不断进行创
新，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
样的非遗展示活动，让非遗赋能文旅
强省建设的同时，更促进了非遗融入

生活，使非遗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
群众。

2003 年，在刘兰芳带领下，投资
建成了“义渠文旅村落”非遗田园综合
体，以抢救、保护、展示、传承、弘扬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建设目标，以非遗展
示、演艺、衍生品生产和销售、保护交
流和研究、教育和培训为核心内容，并
进行产业化辐射发展的平台搭建，带
动周边上千家农户创业就业，非遗与
旅游融合发展工作成效明显。

“天水公祭伏羲大典”“平凉非遗
一条街”“碌曲县锅庄舞大赛”……我
省非遗创新案例不胜枚举，在持续推
进“非遗+旅游”的深度融合中，将特
有的非遗元素融入旅游景点打造中，
用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旅游发展，不仅
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也为非遗保
护与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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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打铁花。 王将 摄

甘肃省 2024 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宣传展示展销主会场系
列活动暨第十九届庆阳
香包民俗文化节现场。
省文旅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