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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老虎文化保护须借力传统文化与民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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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政府让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集体授受的同时，还要考虑非遗的知识产权即原

创权。政府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倡导和实行者，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任何一种民间

主体的活动都离不开民间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非遗保护中，学界应该针对传承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影

响主体的民俗事象进行理论探究。 

    布老虎及相关风俗作为中国古老“虎图腾”崇拜的遗存，至今在中国北方农村仍有广泛表现。通过对山

东、山西、河南三省进行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一些地方的文化馆平时并不重视对一些濒危文化的考察和保护，

许多民间艺人是在学者深入民间后被发现，然后才被当地政府所认可的。 

    各地布老虎文化保护状况也有差异。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布老虎遗存的市场化程度偏高，破坏程度也

大；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布老虎传统保护较好，破坏程度低。布老虎工艺产业化发展的加工和制作主要来自欠

发达地区，如临沂一带，而组织销售和市场化运作则在发达地区，如潍坊和胶州。 

会展经济带动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潍坊为例，其布老虎专业村是随着强大的旅游市场发展起来的。旅游

市场越发达，客户的购买力就越强，布老虎的销量就越大。胶州地区布老虎制作和销售不成气候，主要原因是

当地没有可以带动整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品牌会展业。 

    布老虎文化的消亡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民间文化的价值，不能准确感受其赖以传承的民俗环境和民俗文化内涵，不能对民间文

化的生存空间加以足够的关注，那么保护也会流于形式。 

    据山西省右玉县原政协主席王德功介绍，右玉布老虎和当地满族民间的爬娃娃造型有一定的关系。据了

解，当地过去缝布老虎主要是送给孩子，或放在柜顶、炕上以辟邪。现在的右玉县，基本没有人做布老虎，遗

留下的器物也消失了。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史志办公室主任常宏武介绍，此前“巧手”们制作布老虎都是自己

用，不送人。潞城市文化馆馆长曹光涛认为，手工制作的经济效益严重低于机器制作，许多布老虎的原产地只

有少数老年人还掌握这一制作手艺。 

    布老虎文化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村落格局和生活空间发生改变，少了传统

文化的背景和民俗生活的浸润，布老虎文化便面临着消亡的命运。 

 

    淮阳布老虎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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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地布老虎面临濒危的时候，河南淮阳地区的布老虎仍旧延续着上百年的生命力，并和当地的泥泥狗玩

具一样，成为淮阳当地旅游文化的标志，两者都是民间图腾崇拜的产物。民间自古流传着很多关于淮阳布老虎

的传说，大多与人祖伏羲及女娲有关。当地人深信老虎是伏羲和女娲的化身，认为伏羲老祖会保佑小孩，带来

家庭的和美太平，而且深信在每年农历二月二朝祖庙会上买到的淮阳布老虎是最灵验的。这一习俗流传下来没

有中断，主要依托于有着百年历史的人祖庙会。每年庙会的持续时间都长达一个月，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

多达几十万人次。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淮阳庙会上的布老虎造型最为简单、做工也最为粗糙。淮阳布老虎价格低廉，依据

大小，售价为5元、8元、10元、20元、30元不等。与传统工艺相比，淮阳布老虎造型单一、制作简单。这些艺

术造型不变、工艺逐渐简化的布老虎，非但没受到市场冲击，而且生存得非常好，除了当地庙会文化的延续给

淮阳布老虎文化找到了出路外，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布老虎文化赖以生存的民俗土壤没有改变。当地人崇信

伏羲，由此庙会上的布老虎就同样受到了追捧。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一个庙会如果单靠民间的力量，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冲击的。

淮阳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充分意识到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因此根据民间习俗和历

史沿革，对本来并不起眼的人祖庙会予以支持，政府工作和当地文化保护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政府部门还亲

自招商引资，文化的附加值得到了充分彰显。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商家的投入，热闹的庙会引发了民众对回归传

统的热情，艺人们也纷纷加入到布老虎制作的行列中。 

    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已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得到了进一步确

认。政府在引导民间艺人在走出传统传承方式，让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集体授受的同时，还要考虑非遗

的知识产权即原创权。政府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倡导和实行者，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任何一种民间主体的活动都离不开民间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非遗保护中，学界应该针对传承主体的精

神世界和影响主体的民俗事象进行理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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