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李青/美编 伍岩龙/校对 谢志忠AA1414【创想】

文
脉
访
谈

传统文艺类非遗难题如何破？

不断创新引活力汩汩
融合旅游谋产业突破融合旅游谋产业突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千百年历史中沉淀而来的，对
于惠州来说，是当地历史人文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也是惠州目前打造文化强市的品牌元素之一，需要
重视和保护。而传承人作为非遗项目的继承者和传播
者，对非遗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针对惠州非遗和传承
人现阶段问题，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惠州市文化馆·惠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广东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袁学欢。

羊城晚报：您觉得非遗对于惠州来讲，有何意义？
袁学欢：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资源十分丰

富，区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也是惠州区别
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文化元素，很多非遗文化如舞龙、麒麟
等各地都有，但只有具备本地特色，项目才能够成立。

惠州的包容性很强，人口迁徙很多，作为侨乡的它，
不少本地人外出打拼，造成本土民俗保护不到位，有些风
俗文化因移民导致断代；另一方面，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
在此融合交汇，岭南文化中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
文化与本地文化杂糅，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兼收并蓄，发
展成属于岭东雄郡独有的、带有东江文化烙印的惠州文
化，从而使惠州的非遗项目有其独特性，呈现出多样性、
丰富性，异彩纷呈。

但总体来说，惠州非遗项目数量对比其他非遗大市
来说相对较少，这更需要我们去保护现阶段存在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保护传承人，为其提供后方支援，推动
其为非遗代言，为非遗做推广。

羊城晚报：目前惠州可为非遗传承提供什么支援？
袁学欢：惠州市文化馆每年11月都会组织非遗项目

及代表性传承人参加广东省非遗周活动，以秋色巡游为
契机，与国内外的非遗项目同台竞技，进行展示。包括惠
州市在内的13个广东省内城市成立了非遗墟市联盟，给
大湾区及周边城市提供一个非遗项目展示交流的机会。
同时，在惠州市内，我们举办了非遗新年秀、水东街年货
节等，开展非遗投圩活动，向群众展示惠州本土非遗。我
们还组织了非遗项目进校园、非遗传承人制作慕课教学
体系等活动，尽可能地给市内各级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和
传播的机会，也为老百姓普及本地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
了解惠州非遗项目。

羊城晚报：目前非遗保护方面有什么困难吗？如何
解决？

袁学欢：确实有。经费是首要难题，惠州大部分非遗
项目的主管单位都是乡镇一级政府，乡镇缺少经费，能够
支持非遗的物质条件有限；其次，有些文化单位存在人手
不足、对非遗项目认识和挖掘不够、人员流动性大等问
题；再者，非遗展示场所较为缺乏，全市上下都未建立专
门的非遗博物馆，缺乏全面系统的展示场所；此外，惠州
非遗资源大多分散存留或流传于民间，很多非遗项目没
有经常性、长期性的展示平台，再加上有些代表性传承人
自身也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传承者和受众群体明显减
少，民间文化的继承后继乏人，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

对此，上级部门和相关单位应多予以重视，加大支持
力度，通过出台政策来解决非遗保护工作的后顾之忧；具
体分管的文化站工作人员，平时更应该多与非遗传承人
联系，多与当地居民交流。传承人认识不足方面，可以引
导他们多走出去与其他非遗项目开展交流，多参与活动
开阔眼界。

羊城晚报：关于非遗项目的保护，惠州有什么政策与
计划？

袁学欢：2014 年惠州出台《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
报工作扶持办法》，成为全省第一个推行扶持申报的城
市，起到重大的激励作用，使得非遗申报情况有所好转。
后期我个人希望在惠州能够为非遗腾出一个聚集地，打
破现在非遗项目只在小范围传承的局面，提供一个项目
展示、产品销售、非遗传承的固定场地，让更多人能看到、
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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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惠州文脉》以对惠州人
精神层面的影响为划分条件，将传
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
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戏剧与民
间文学归结为传统文艺，选取传统
音乐作为代表，展开探讨。

“啊啰喂……”6月 25日晚，熟悉的曲调
在《红色东江颂》舞台上响起，曲调优美婉
转，“明月悬空，以浪为枕，对月而歌”的浪漫
画卷随着旋律慢慢铺开……随着曲调的变
换，画面切换成勤劳的惠州人在山间辛勤劳
作，《你是我的全世界》这一时长5分钟的节
目，让国家级非遗惠东渔歌与广东省非遗客
家山歌元素交相辉映，将惠州山水城市元素
表现得淋漓尽致。

罗浮山下，西子湖畔，惠东渔歌、客家山
歌陪伴了惠州人数百年，它以惠州人生活为
素材，为惠州人茶余饭后、劳作时排解苦闷
提供选择，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均已形成了
相对固定的模式。

根据《惠州市志》，惠东渔歌与客家山歌
有一共同点，每逢中秋前后，悦耳的歌声都
会在惠州大地响起，不同的是，渔歌普及之
处，群艇聚首对月而歌；山歌普及之处，山野
之外，人们边听山歌边赏月，或散唱，或对唱
（斗歌），内容雅俗兼有。斗歌者若遇对手，
往往从月出斗到月落，斗歌愈烈，听者愈痴。

迈进新世纪，聪慧的惠州人自感渔歌、
山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渐微，便开始在其创
新上注入心血，不仅融进更加丰富的乐器，
内容的呈现也开始由独唱、对唱等形式向故
事性十足的戏剧转变。

近期，在惠州市文化馆内，以客家山歌
元素为主要元素的山歌剧《南粤红棉》正在
紧张排练中，《南粤红棉》以广东省首位女共
产党员为原型，以客家山歌为音乐基调。作
为《南粤红棉》音乐创作、指导之一的林秀花
表示：“山歌不仅要讲情怀，还要改革和创
新。”创作过程中她经常会通过年轻人喜爱
的网络平台，不断分析年轻人喜爱的元素，
将其融进山歌跟山歌剧中。

与此同时，以惠东渔歌为主要元素的大
型渔歌剧《渔家》也在紧张谋划中，惠州市音
乐家协会会长王少辉介绍，这是惠州首次将
国家级非遗惠东渔歌搬上音乐剧舞台，将其
着力打造成具有惠州特色的文艺精品，全力
冲击省级、国家级“五个一工程”奖，并积极
申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事实上，回望过去，以惠东渔歌、客家山
歌等饱含惠州文化元素的文艺手段为基调
的文艺作品拿下了不少奖项，比如由罗嫦玉
作词、廖志涛作曲的惠州童谣《天蓝蓝 海蓝
蓝》，凭借清澈的童声演唱、悠扬的渔歌曲
调，拿下“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 2019 年
主办的广东乡村微视频大赛一等奖；又如以
客家山歌为元素进行创作的惠州音乐作品
《喝一杯热茶再走》夺得2020广东省群众艺
术花会的金奖。

《惠州市志》记载，1995年惠州市曲协召开
“客家山歌研究会”，省市专家和歌手 43 人参
加，会上对客家山歌在现代文化中是“朝阳艺
术”还是“夕阳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

对客家山歌的讨论仅是惠州市乃至全国
非遗文化现状的一个缩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提出“要促进文化宽容和文化多样性”基本
原则。

多样性的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经费少传
承难。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惠州从 2013 年开
始，给予市级传承人每人每年 3000 元补助，
2014 年提高到每人每年 6000 元，今年 4 月，
惠州市文广旅体局发布了《 惠州市文化遗产
保护申报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下简称“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在公示期间，并未收到相关意见。管
理办法提出，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录的，给予 500 万元的扶持经费；成功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给予 1000 万元的扶持经费。
成功申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每项分别一次性扶持 50 万元和 20 万元；
所对应成功申报的传承人，每人一次性扶持
10 万元和 5 万元；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补贴项目保护单位每年 2 万元的日
常保护经费。

“惠州在非遗保护传承上做了很多工作，但
是焦点大部分在国家级、省级非遗，压根就很难
看到市、县（区）一级的。”惠州市某一县级非遗
传承人表示，入选非遗，需要百年历史五代传
承，非遗文化无优劣，从县级到省级、国家级，只
是一个“升级打怪”的漫长过程，“不少县（区）一
级的非遗也很优秀，但由于不受重视，可能在升
级过程中就人亡艺绝了。另外，经费支持十分
有限，市级非遗每年政府支持 6000 元经费，算
下来一个月只有500元。”

从整体上来看，非遗文化要实现传承与发
展，需要向其注入新的活力，这就要求传承
人（团队）不断创新，与时代共进步，进行文艺
创作。

多年来，惠州文艺创作如何加强备受关
注，以 2020 年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为例，
同为客家的梅州有 4 部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入
围，而惠州无一入选。今年 6 月的《红色东江
颂》虽说在惠州文艺创作上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但总体来说，惠州的文艺创作仍需要
加强。

羊城晚报记者留意到，今年4月份惠州市政
府公示的《2021年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部门预算》，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作为惠
州文艺创作的主管部门，2021年全年预算支出
30800.35 万元，其中文化创作与保护预算支出
39.65万元，占比仅为1.2‰。

《南粤红棉》主创团队惠州市群星客家艺术
团团长古东权无奈地告诉记者，《南粤红棉》创
作成本预计需要30万元，目前已申请到广东省
戏剧家协会、惠州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的扶持基
金，合计 20余万元，“我们能省的都已经省了，
但创作成本真的很高，比如歌曲要提前录制需
要前往广州，一次开销需要好几千元，后续演
出场地租赁、服装、道具等都是开销，30万元真
的有限，原定 9月底首演，若是经费不足，只能
够往后延了。”

惠州市民间艺术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惠
州在文艺创作上的投入还是相对较少。

5月17日，文旅部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
游市场发展规划》（下简称“‘十四五’文旅规
划”），“十四五”文旅规划中提到，要加强优秀
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传播，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
作品的生命线，提高文艺原创能力。在推动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上，“十四五”文旅规划指出
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独具魅力的
中华文化旅游体验，推进红色旅游、文化遗产
旅游、旅游演艺等创新发展。

综合携程、驴妈妈等多个在线旅游平台近
年来发布的假日出游报告可见，高品质文化体
验游的受欢迎程度正逐年递增，“文化融入生
活”正成为周边游的最新潮流。美丽乡村、非遗
民俗等洋溢着地方及民间风采的多元文化活
动，以前所未有的魅力吸引着现代都市居民。

那么像惠东渔歌、客家山歌等传统音乐类非
遗项目，该如何与旅游融合？实现自我突破呢？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院长戴斌指出，非遗要重归当代生活，在日
常生活当中重构功能、重建价值。

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旅游研究基地、河
南文化旅游研究院编著的《中国文化旅游发展
报告（2019-2020）》（下简称《发展报告》）指出，
从“非遗”中抽取音乐、舞蹈和情节元素，按照
现代演艺方式进行重新编排，在“非遗”主要传
承地举办大型旅游演艺是近年来兴起的“非
遗”产业化实践之一。

被誉为非遗与旅游完美融合的《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就是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少林武术”排演的大型旅游演艺活，是
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实景类演出，演出地
点选择在“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地
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少林附近，舞台就位于山谷
间，山峦连绵，纵状排列，峡谷之内潺潺溪流，
植被茂盛，整场演出以少室山第二高峰紫霄峰
为天然背景，紫霄峰海拔1400米，观众席距紫
霄峰最高点“人造月亮”直线距离近 3000 米，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舞台。舞台之下组成观众
席位的是蜿蜒的木廊和庙宇形态的建筑，毫无
突兀之感，观众席位由2700个蒲团构成，观众
就坐在蒲团上感受天籁。华南理工大学旅游
发展与规划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金波表
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对于非遗开发具有
很大的借鉴价值，非遗传统形象与游客审美与
消费理念结合，解决“如何让与游客观众能够
深入地了解、体验和感知传统非遗的文化内涵
与艺术魅力，并且产生共鸣”。

去年8月，位于惠州市区的中国非物质遗
产惠东渔歌文化展览馆正式开馆，免费向市民
开放，这也是惠州在非遗与旅游融合上的一次
实践。如今，登上惠州东江、西枝江交汇处的
合江楼五楼，就可以充分了解惠东渔歌的前世
今生，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的魅力，欣赏令
东坡念念不忘的“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
朱楼开”美景。

江金波认为，根据惠州本地特点，惠州市
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大促进非遗政策创新的研
究，旅游产品研发部门则应着眼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双重性，站在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强
化非遗内涵支撑，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采
取点线面结合的方式，推动岭南非遗旅游系统
构建及整体发展。“可考虑通过非遗集散+重
点景区的方式进行非遗+旅游融合，过程中要
多加入创新型活动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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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曾经，疍家渔民过着“落海三分命，上岸低

头行”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以歌自
乐，以歌驱闷。如今生活条件改善，娱乐方式多
样化，渔歌却逐渐淡出渔民生活。渔歌一直在找
寻与当代审美需求的契合点，并入选了国家级非
遗名录，也唱到了国内外大舞台，但也面临着传
承难、推广难等系列难题。

日前，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惠州市仲恺区沥林镇
伙岗村（发源地）与东莞市桥头镇联合申报的莫
家拳入列。自此，惠州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项
目3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22项、市级非遗名录
项目74项、县级非遗名录项目156项。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惠州，一直注重
打造文化强市，非遗文化作为其
中强有力的区域性财富，惠州一
直致力发挥其文化魅力，为强市
建设服务。为此，《惠州文脉》从
本期开始，根据非遗项目对惠州
人的影响力，大致以传统文艺、
传统技艺和传统民俗为三大分
类，有针对性地剖析其现状、难
题及瓶颈突破。

惠 东 渔
歌唱上国内
外舞台

为惠州非遗
腾出聚集地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