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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荆州非遗传承与发展论坛有感

作者：网站管理员

柳倩月 

 

如何保护并传承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被产业化开发与利用吗？2009年6月

10日至13日，我到湖北荆州参加了由荆州文化局、长江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由长大荆楚文化研究中

心、荆州群众艺术馆承办的“首届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论坛荆楚民歌学术研讨会”，研讨会

对这些问题虽然并不能够彻底解决，仍然有助于我们拓展思路，增进认识。 

  参加研讨会的代表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邹明华、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陈建

宪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陈永、上海大学黄景春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蓝雪霏教

授、中山大学蒋明智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向柏松教授、荆州群艺馆馆长赵玉春、荆州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谢志华、荆州文化馆汤斌、监利文化局项新建、荆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徐风诚以及长江大学副院长孙

正国及部分师生共计三十余人。这次研讨会的代表应该说突破了专业学科和行业的限制，可见主办方希

望借助于这次研讨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荆州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一次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讨会，应该属于前期的分析和论证的过程，经过多方人员的讨论，既可以促进

学界的交流与更深入的思考，也可以给政府做出后期的决策提供依据。所以，对于这样的研讨会，我以

为任何一个与会者，都在事实上肩负着一定程度的服务于地方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由地

方政府买单的研讨会，可以作为一个个案，它的经验应该可以被其它地区或城市借鉴。出于这样的目

的，我想较全面地解析一下本次研讨会，并在后续文章中拓展思考相关的一些问题。 

本次会议，主要的论题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大论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另

一个是小论题，关于荆楚民歌的传承与开发的问题。前者宏观，后者微观。与会代表们正是主要从这两

个方面提交论文并展开了讨论的。我想先谈谈后者，因为研讨会的两场发言与四场小组讨论，在关于荆

楚地区的鼓盆歌、马山民歌、啰啰咚和更大范围内的其它一些形式的荆楚民歌方面，都颇为热烈，也擦

出了一些火花。讨论较集中地将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揭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如鼓盆歌这样的丧鼓

歌，究竟能否进行原生态保存？或者在被开发利用时能否为民众心理所接受？如果将丧鼓的仪式用来迎

宾，的确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与会专家又认为，丧鼓并不仅仅与悲伤有关，它更与人们对待死亡的态

度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丧鼓可以转变为一种具有超越精神的欢乐仪式。还有专家如华东师大的田兆



元先生认为，可以将这种文化遗产进行分解，部分地开发。这些见解，应该都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观念，

但是我觉得，学者的认识往往与民众的接受心理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要让民众接受将丧鼓搬上表演的舞

台，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政府的意向与学者的观念之间可能会存在距离，即政府

希望学者提出开发与利用的好建议，但学者可能会更加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原生态保护的观点，比

如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蓝雪霏教授就是如此。但也有学者对此报乐观态度，认为传承与发展并不矛

盾，主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发与利用。对于这种重大的问题，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可能我们需

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的功能层次来解析，以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之间达到最

佳的平衡状态，这个问题我另文再续。 

研讨会还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标准（黄景春教授）、传承人的命名（孙正国副教授）等话题展

开了讨论。这都是关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

认标准出现偏差，或者对传承人的命名出现问题，都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造成损害。

这两个问题，前者也是属于宏观问题，要与国际接轨才能将问题谈清楚。后者的操作性更强，但操作起

来颇为麻烦，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如果考虑不周全，将直接导致传承人申报不成功，让别的地区抢了

先机，潜在的也会引发其它一些民众心理上的失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一句空话，传承是一方面，发展是另一方面，二者的结合要

能达到最优化状态，那就需要切切实实地有为而作。荆州这次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行动起来，哪怕

举步维艰，也比总是观望要好。所以我觉得各个地方，在做出开发和利用各种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