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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方高校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

优势及路径探析

石继华，吴有凤，李 强

(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有效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扬州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分析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地方高校在非遗保护与传

承上所具有的地缘区位、学术专业及信息资源的优势，进而探讨地方高校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路径: 搭建学

术平台、开展专业教学、打造产学研平台、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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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下文简称非遗) 是一个民族

传统文化之精华，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国家和部分地区在政

策层面上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与条例，对非遗保护

名录、保护机制、保护办法等方面进行逐一规定; 在

技术与实践层面上，构建非遗特色数据库，运用数字

化技术保存、记录、展示非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方兴未艾。但如何进一步深化非遗保护理论研究、
探索非遗保护与文化传承空间的构建及专业人才培

养等，仍有待加强。地方高校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为己任，作为文化传承、科学研究及人才培

养的场所，理应承担起主体责任，立足自身实际，积

极探索有效途径，助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一、扬州地区非遗及其保护现状

作为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扬州历史

底蕴深厚，非遗资源丰富。2018 年普查统计，各类

非遗资源达到 2000 多个，其中广陵琴派、扬州雕版

印刷技艺、扬州剪纸 3 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级、省级名录项目分

别达 19 项和 61 项，市级、县区级名录项目则分别达

202 项和 311 项［1］。为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

扬州地区相关机构积极行动，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

的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宏观上制定《扬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加强政策引导。从政策层面明

确扬州地区非遗的类目与类别、保护主体与职责、保
护办法与措施等。二是建立科学完整的名录项目保

护体系，实现分级、分类保护。三是建立专门的经费

保障机制，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四是成立“文化

名师工作室”，以此作为非遗传授新载体。五是借助

网络传播新渠道，宣传展示非遗。如建立“非遗扬

州”公众号、制作非遗传承全过程视频在网络上展播

等。六是利用传统节日或重要活动，进行非遗展演，

同时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为非遗集聚人

气［2］。这些举措对扬州地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此背后仍面临着一些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比如: 如何深入当前非遗保护与传

承的理论研究，如何推动非遗的理论研究与非遗保

护、传承实践相结合。再如: 根据统计，目前扬州地

区国家级传承人、市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分别达到

了 71 岁 和 57 岁，年 轻 人 才 缺 乏，老 龄 化 现 象 严

·47·

DOI:10.15977/j.cnki.cn32-1555/g4.2019.04.017



重［3］。而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传承，如何有效培养

非遗人才、壮大非遗人才队伍，改变目前非遗传承中

口传身授这一主要形式，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地方高校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优势

非遗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等重要特征，其传承与

发展离不开所在地区特定的文化与环境。相较于其

他社会文化机构，地方高校具有参与非遗保护与传

承的特定优势。
( 一) 地缘区位上的优势

地方高校根植于地方，作为区域教学科研和文

化中心，以服务地方经济文化为重要使命，是区域文

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浓厚的地方人文底蕴以及自

身的使命与职责，均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要求契合一

致。在师资及学生来源构成上，地方高校许多老师

与学生来自于本省各市县。就教师来说，他们对本地

的风俗人情、历史文化较为熟悉，有的可能即从事相

关方面的研究。就学生而言，相近的文化与风俗习

惯，使得他们对学校所在地的非遗更具亲切感与熟悉

感。更为重要的是，打造非遗传承体系，将会极大促

进区域内高校的特色学科建设，提高其人才培养与社

会服务能力，进而促进地方高校进一步发展［4］。
( 二) 专业学术上的优势

地方高校各类专业人才聚集，学术研究氛围浓

郁，学术优势明显。以扬州地区为例，作为当地办学

规模、办学层次与水平最高的高校，扬州大学拥有

2400 多名专任教师，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1300 多人，

博、硕士生导师 3100 多人。另外该校拥有部、省级

重点实验室 24 个，各类研究中心与研究院 29 个，其

研究能力可见一斑。地方高校同时具有较为完善的

人才培养与专业教育机制，校内所开设的历史、旅

游、汉语、工艺美术等专业，均与非遗保护传承有着

一定的关联。地方高校完全可以据此优势，促使非

遗知识走进高校课堂，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的

教育及专题研究。
( 三) 信息资源上的优势

地方高校拥有文献信息资源丰富的图书馆、档
案馆，这些机构一般比较重视地方民俗、地方史志等

地方文献的收藏。如扬州大学图书馆纸质图书已达

490 余 万 册，中 外 文 报 刊 近 3000 种，电 子 图 书

256. 76 万册，电子期刊 7. 9 万种，中外文数据库 76
个。这其中包含扬州文化典籍在内的线装古籍 10
余万册、8741 种。而同城的扬州职业大学图书馆，

目前其馆藏纸质图书也达到 162 万册，中外文纸质

期刊达 4800 多种。在地方高校图书馆内，同时配有

专业的图书资料工作人员，他们在文献资料的分类

整理及信息加工上，具备一定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这

些丰富的资源和专业的人员，可以为非遗资料的采

集、整理、加工等提供资源与人力保障。
三、地方高校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路径

在扬州非遗保护与传承实践中，有高校参与的

身影。如: 扬州木偶剧团等非遗传承单位与扬州大

学共同推出了全景 VＲ 版玉雕、木偶戏等非遗项目

影片，借助 VＲ 装备，观众可以从任意角度观看非遗

项目的表演细节［5］。扬州职业大学建立了“扬州工

艺美术专题特色数据库”，该数据库精选玉雕、漆器、
剪纸、雕版印刷这四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扬州非

遗工艺美术项目作为主要的建设内容，同时兼顾刺

绣、通草花等扬州特色非遗工艺美术品种，提供扬州

非遗工艺美术概况、工艺美术大师及代表作品、相关

行业发展动态、工艺技艺、教学资源等信息内容。
地方高校还应进一步结合学校实际，利用相关

优势，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助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 一) 搭建学术平台，加强理论研究

地方高校集聚着众多高层次人才，理应为非遗

的保护与传承发挥智库与智囊的作用。可以从几方

面着手: 一是组建非遗研究学术团队，鼓励、促进本

校相关学科领域内的教师开展非遗保护传承理论研

究，构建非遗保护传承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扬州

地区高校办有诸多公开发行且学术严谨、质量较高

的学报，如《扬州大学学报》《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等，可以借助高校学报这一重

要学术研究阵地，开辟地域文化与非遗研究学术专

栏，形成非遗保护传承方面的立体化、体系化研究。
三是利用高校学术研究氛围浓郁的特点，不定期开

展学术交流会，打造非遗学术论坛，同时邀请相关专

家学者、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专业知识

讲座，进一步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学术知识的交流。
四是利用高校信息资源优势，构建地方非遗信息资

源中心，注重地方文化、民俗学及非遗方面各类信息

资源的挖掘、收集、整理、保存与开发，做到既涵盖纸

本文献，又包括电子资源及音频、视频等各类数字资

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非遗资源特色数据库，为

非遗学术研究提供信息资源保障。
( 二) 开展专业教学，壮大非遗人才队伍

目前非遗传承仍主要依赖口传身授这一形式，

受众面小。同时存在着传承人年龄偏大、后继乏人

等问题。借助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教学平台开展专

业教学，是培养非遗专业人才、壮大非遗人才队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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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途径。
1． 依据非遗传承内容，组建专业教学团队

非遗传承内容涉及非遗知识与非遗技能两部

分。因此，非遗专业教学团队在师资队伍构成上，既

应包含校内专业教师、相关学者，又应包含校外非遗

传承人或工艺美术大师等特聘教师，以便发挥各自

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的优势。
2．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开展非遗教育

地方高校在教学与研究中引入非遗项目，对高

校自身特色发展与品牌效益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地

方高校特别是高职类院校，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

高技能专门型人才。因此各地方高校可以根据自身

人才培养目标规划、学科专业设置，结合社会与行业

需求，从三个不同层面将非遗项目引入到校内: 第一

层面是开办非遗与工艺美术类特色专业，将非遗知

识与技能纳入到学校完整的专业教学体系中，培养

非遗与工艺美术类方向的专门人才。在此方面，扬

州地区的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已然行动。该校依据工

艺美术行业的发展，立足扬州地域特色，专门成立工

艺美术学院，开设玉石鉴定与加工、工艺美术品设计

等专业，专注于扬州玉雕、漆艺、木雕、金银细工、通
草花等工艺技艺的传承与教学，培养熟练掌握基础

理论和技艺技能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人才［6］。
第二层面，在校内成立地方非遗项目传承教学基地，

或邀请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开设非遗“传承

班”“大师班”“大师工作室”等，招收有意向、有兴趣

的大学生为徒并传授非遗知识与技能。如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在 2015 年即成立了非遗传承教学基地，面

向本校学生开设西冷印刷金石篆刻等非遗项目大师

班［7］。再如: 扬州本地的扬州职业大学、扬州文化艺

术学校等，成立了乡土人才“三带”研修学院，采取

师承学承和现代教育手段相结合、大师传习和教授

讲课相结合、理论提升和技艺传习相结合的模式，将

传统技艺传承与现代职业教育充分融合，培养“三把

刀”、刺绣、剪纸、木偶等人才，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

非遗与传统技艺传承人才培养中的作用［8］。第三层

面，挖掘非遗作为优质德育教学资源的功能，将非遗

中蕴涵的积极思想情怀与道德伦理、非遗文化知识

与保护内容等纳入到学校人文素养课或思想道德修

养课等公共文化基础课程中，提高在校大学生的人

文素养，增强学生对非遗知识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了

解，进而增强其文化自信。经调研，目前扬州地区众

高校在此方面教学资源的开发及具体教育教学实践

较少，仍有加强和提高的空间。

3． 面向非遗从业者，提升其学历水平

从事非遗或工艺美术创作，需要相关从业人员

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创作素养。目前部分非遗或

工艺美术从业者，因较多时间专注于工艺技艺的研

习，导致其学业与学历提升难以同时兼顾。地方高

校是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力

量。对非遗传承人或相关行业从业者开展学历提升

教育，既是地方高校履行终身教育职能的体现，又有

助于促进非遗与工艺美术从业者文化知识水平、创
作水平等诸多能力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助力非

遗与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
( 三) 打造产学研平台，促进非遗活化传承

非遗出现濒临失传、生存困难等问题，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在于其产品或项目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
群众需求等方面脱节。地方高校应基于非遗活态传

承的视角，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非遗的应用型研究，在

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非遗资源，鼓励在校师

生注重非遗创意产品设计，开发地方特色浓郁的文

旅产品和文化服务项目。同时注重非遗研究成果转

化，利用校内大学生创业平台，打造非遗创业项目中

心或地域文化产品孵化器，引导学生将非遗产品与

项目等成果推向市场，让非遗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

在市场的检验与洗礼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

此方面，扬州大学的做法值得称道，该校先后搭建了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大学生创业苗圃、菁扬创新

工坊等多类型的双创实践平台，构建“双创教学、实
践训练、指导服务、成果展示、资源对接、孵化转化”
六位一体的双创实践教育中心，为本校学生开展双

创实践提供支持与帮扶［9］。
( 四)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构筑非遗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一种特有的非遗现象，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为非遗提供了赖以生存的

土壤，并为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可能［10］。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形式，将各种

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元素，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

中，对于非遗保护意识的唤醒、非遗保护与传承氛围

的形成，以及非遗文化空间的构建都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地方高校可以利用报刊、广播、文化长廊等传

统形式，也可以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进行

非遗宣传，增强学生对非遗的感知和了解。另一方

面，以兴趣为导向成立非遗类的学生社团组织，为学

生参与非遗项目调研、非遗相关活动实践等提供更

多的机会，促进学生零距离接触非遗、走进非遗，感

受非遗的魅力与精彩。第三，利用校园读书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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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节，开展非遗与工艺美术设计比赛、非遗工

艺品展览、非遗技艺展演、非遗制作讲授与体验等多

类型非遗进校园活动，让非遗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

合，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非遗传承中的助推作用。
四、结语

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作。地

方高校参与其中是非遗保护实践上的一次有益尝

试。但在非遗保护各方力量的调度和参与、非遗资

源共建共享等方面，地方高校仍难以凭一己之力顺

利完成和解决。因此，构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长效机

制与协调推进机制，推动地方政府部门、高校、非遗及

相关工艺美术单位、非遗传承人等不同主体之间，开

展更加高效、务实的协调与合作，对于非遗保护与传

承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期待

地方高校不断探索，在此方面形成更多有实际指导意

义的研究，进一步助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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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into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Colleges’Participa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ir Approaches

SHI Ji-hua，WU You-feng，LI Qiang
(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e，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gzhou is rich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angzhou，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
age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academic specialt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Meanwhile，it probes into the
effective ways fo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uch as setting up academic platforms，carrying out professional teaching，creating platforms for industry，

school and research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Yangzhou;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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