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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一周】
日前，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而创作的《百年梦

想》龙门农民画长卷，捐赠给惠州市博物馆。这是
目前惠州市博物馆收藏最具地方特色的绘画作
品，也是最长的一幅绘画作品。

（李海婵）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中国体育彩票”
群众体育组体育舞蹈比赛于 6 月 11 日至 12
日举行。惠州市体育舞蹈队在比赛中夺得冠
军，为该市取得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

日前，记者从惠州市惠城
区教育局获悉，该区今秋将新
建成 5所学校，积分入学公办
学位增加4800个。

惠州市第二届“秦咢生杯”粤港澳大
湾区书法大赛开始征稿。此次大赛面向
粤港澳大湾区 18 周岁以上的书法爱好
者，最高奖金5000元。

多项龙门非遗轮番上场，吸引眼球
龙门文旅供图

西湖景区工作人员亲手指导学
生制作拓片

越来越多的游客特地前来观赏龙门非遗展演，购买非遗文创产品
龙门文旅供图

惠州市科技考古研学公益班
让学生手握洛阳铲，探寻惠州史；
AI 虚拟博物“官”引领市民游客
漫游数字博物馆；通过考古盲盒
寻找惠州宝藏，提升孩子们对文
物考古的兴趣；品尝黄金酥丸、制
作客家凉帽、画龙门农民画、体验
惠州剪纸，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走
进惠州学院，吸引学生体验打卡
……6 月 11 日 开 始 ，惠 州 开 展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
列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沉
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享受
精彩的“文化盛宴”。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惠
州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400多
年建城史，历史文脉源远流长，文
化遗存灿若繁星。据统计，目前
惠州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192 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0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49
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惠
州现有国家级项目 3 项、省级项
目27项、市级项目74项、县（区）
级项目166项。

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进校园”都是重要一环，校
园成为非遗传承阵地。“习武先习
礼，抱拳礼左掌右拳”“叉腰、蹲
下、左冲右绕”……6 月 10 日，岭
南五大名拳之一李家拳的省级传
承人欧阳粤强、市级传承人李子
兴在湖山小学教授拳课，让孩子
们学习基本拳法，了解李家拳的
八卦拳、四星拳、三门拳等主要套
路。现场，学生们精神抖擞，全身
心投入学习，一招一式颇有模样。

“孩子们，剪出水滴形、米粒
形、花瓣形，”在十一小学金榜分

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剪
纸工艺大师刘雅晶现场教授市级
非遗项目——惠州剪纸技法、工
艺。几张彩纸,一把剪刀，在孩子
们的手中一折一叠一剪，瞬间就
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花草、蝴蝶，深
受孩子们喜爱。

在上排小学，两位来自西湖
景区从事拓片制作的工作人员将
清代书法大家伊秉绶的题刻拓版
带到课堂，详细讲解了拓片的基
本知识，并亲手指导学生制作拓
片，寓教于乐。“学会了就在家自
己做，还能挂墙上留作纪念。”四
年级学生彭景皓兴奋地说。

经过多年“进校园”活动，惠
州非遗传承逐渐转变到“非遗在
校园”。从 2010 年年底开始，惠
州李家拳在河南岸街道6所学校
设置课程，湖山小学是其中一
所。“这里是李家拳的发源地，通
过李家拳进课堂进社团进大课
间，实现了学生全员参与。”湖山
小学校长杨文峰介绍，该校还把
拳术传授与体育课相结合，学生
们在课余做由李家拳套路动作编
成的广播体操，校园内随处可见
李家拳文化元素，“我们的目标是
一、二年级打好基本功，三、四年
级学会简单的拳法，五、六年级要
能表演李家拳。”

“非遗进校园已不是新鲜事
了。”惠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黄敏介绍，惠城区
内四项省级非遗的传承人均致力
于传习教学，在校园内实现了常
态化教学。据透露，接下来惠城
区将建立范围更广、更长效的机
制，真正做到每所校园都有非遗
文化入驻。

解锁“新玩法”
惠州推进非遗活化利用

策划/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 文/图 李海婵 周婷婷

非遗千古传，文泽天地
间。今年6月 11日是我国第
17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惠州线上线下活动遍地开
花，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文
化盛宴”。

惠州地处多种文化交汇
地带，自古各种文化相互交
融、兼收并蓄，文化遗产丰富
多样，是岭南文化遗产百花
园中的一朵奇葩，但也不可
避免地面临着资金不足、人
手短缺、传承断层等诸多问
题。未来，惠州如何进一步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非
遗活化利用，仍任重道远。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越
来越多惠州文化遗产解锁
“新玩法”，尝试“出圈”，也吸
引年轻人“入圈”。

当代世界城市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
争。文化遗产是惠州文化宝库中的珍
品，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对惠州社会经
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我国民俗泰斗钟
敬文有一句名言：“越是地方的，越是民
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因为其重要
性，所以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上，亟须
树立正确的认知，采取科学的举措。

对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利
用，要有正确的认知。如果认知有偏差、
甚至一无所知，往往就失去了文化遗产
的发掘机遇。一旦文物秒变复制品，文
化价值就一落千丈。

我们还需警惕破坏性开发对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的伤害。文物保护最应执行
的是保护性开发和建设，这是普遍遵循的
科学认知。然而有时候，开发和建设变成
毁坏文物的主要推手，需要反思总结。

加大对重要文化遗址的挖掘和利用
力度。轻视重要文化遗址，使之难见天
日，这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资源浪费。惠
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岭南古代经
济社会发展、儒释道和其他文化领域的
革新方面，具有创新性、先行性的物质和
精神文化遗产，名人文化等也有着丰富
的文化遗产资源，重要文化遗址很多。
不过，惠州对这些重要文化遗址的发掘
利用较少。不少待开发的重要遗址，发
展空间也亟待重视和改变。

数量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活态
保护。近些年来，社会各界为“非遗”的发
掘利用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像“惠东渔歌”

“舞火狗”“龙门农民画”等，早已名扬岭内
岭外。而管理水平的差异，则会造成利用
和发掘的程度各异。当代非遗保护利用，
需要最为科学的管理方式方能奏效。如
在学术界极为推崇的“活态保护”概念，就
是将“遗产”与时俱进，以多种形式，结合
市场，将之“活化”，这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林慧文 原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程工作委员会委员，现惠州市文化智库
专家顾问委员、文化学者）

作为惠州的中心区，惠城区拥有厚重
的历史印记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近日，惠
城区文物局正式揭牌成立。未来，惠城区
将如何更好地保护“文化宝藏”，备受关
注。对此，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惠城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敏。

羊城晚报：惠城区文化遗产呈现出什
么特征？保护传承工作面临什么困难？

黄敏：惠城区是惠州市的中心区，辖
区包含了古代惠州府城和归善县城的范
围。隋唐时期岭南最早建立佛寺之地、
明清时期科举成果斐然的精英聚集地、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等，基本都
在惠城区，可以说惠城区是惠州市历史
的核心地，文化遗产非常集中。然而，也
是因为中心区的缘故，经济快速发展、城
市不断更新，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力，保护难度相对较大。

羊城晚报：惠城区是如何抓好基础工
程，做好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黄敏：作为中心区，市级行政部门也
在我们辖区，这是得天独厚的，能更好地
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近几年来，惠
城区一直紧紧围绕中央、省、市的相关要
求，完善好辖区各级文物的“四有”工作，
做好各非遗项目的档案整理、传承人的
管理工作。比如去年，我们在“四有”工
作的基础上，加固安防工作，做好了全区
不可移动文物的消防档案，为省保单位
进行了消防线路改造等；持续更新和公
布各个文物点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并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更清楚文物
为什么要保护、如何去保护。

羊城晚报：接下来在文保、非遗传承
发展方面，有什么新动作？

黄敏：文物工作离不开保护和活化。
文物局的成立标志着文物工作可以更专
和更精。接下来，我们依然按照“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原
则，对辖区的文物进行更全面的挖掘、投
入更大的保护力度，同时秉持着“成熟一
个、打造一个”的原则，对有条件的文物
点进行活化打造，东湖旅店活化利用就
是典型，接下来，我相信会有更多。我们
也有计划对全区的县、区级以下的文物
点现状进行收集整理，进一步探讨如何
全范围铺开、点对点保护。

在非遗方面，相对于惠州的其他县区，
惠城区的非遗项目并不在前列，这与我刚
刚说的中心区现代经济发展更快速是相关
的。但隋朝建府传承千年，许多地域特色
并不会完全消失，需要我们联合社会力量
一起去挖掘、去保护。接下来，我们将对接
省权威的研究机构，开展对惠城区的非遗
普查，争取让更多流传在惠城区已久的民
间事项、民俗瑰宝列入非遗名单。

如果说，“非遗进校园”是
“规定动作”，那么“非遗+”便是
探索保护传承的新路径。记者
实地走访发现，“非遗+”正让非
遗文化焕发出新光彩，激活非遗
传承发展的生命力。

6 月 11 日，龙门县 2022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在
南昆山居温泉度假村举办。活
动现场，龙华醒狮、舞火狗、龙
门山歌、麻榨春牛舞等龙门非遗
精彩表演轮番上场，还展示了大
笼糍、龙门年饼、林村盒箩、虎
头花灯、龙门农民画等龙门非遗
项目，让游客在看非遗、赏非
遗、亲近非遗的同时重温文化记
忆，引发情感共鸣。

南昆山居温泉度假村相关
负责人表示，越来越多的游客特
地前来观赏龙门非遗展演，并且
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为景区
的游玩项目及文化氛围注入了
新活力，不断创新龙门旅游行业
和非遗文化的新名片。

与此同时，在东平窑陶瓷文
化园内，珠三角周边不少游客前
来参观学习、亲手拉坯和作画。
东平窑，宋代广东三大民窑之
一，惠州工艺美术师余小伦多年
研究传承宋代东平窑陶瓷制作
工艺，惠州青白瓷传统手工技艺
成为惠城区非遗保护项目。

“要将技艺搬到景区，让游
客现场观看、体验非遗技艺制作

过程，沉浸式体验非遗创作。”
余小伦说，目前惠州乡村旅游蓬
勃发展，东平窑陶瓷文化园每年
接待游客逾20万人次。东平窑
还招收了不少附近的村民作为
学徒，将非遗技艺与乡村旅游相
结合，带动乡亲增收致富，助推
乡村振兴。

“非遗+旅游”“非遗+乡村
振兴”不断玩出“新花样”，“非
遗+产业”则是让非遗文化与商
业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多祝
益和隆酱油制作技艺是惠东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申报市级非
遗项目。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
益和隆酱园承载着众多惠东老
百姓的家乡情怀。2018 年，益
和隆酱园启动扩产，投资千万元
优化升级设备，扩产后年产量可
达数百吨。传承人汤挺峰表示，
如今益和隆酱园已经全面启动
了品牌化运作，产品通过零售、
批发、电商等多种渠道出售。

未来，“非遗+直播”更是趋
势所在。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袁学欢
介绍，此前，惠州市文化馆（惠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曾顺势推出“探寻非遗之美”直
播带货活动、“非遗 e食堂”等，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现继续推
出了“非遗大家讲”等活动，通
过直播让非遗文化飞入寻常百
姓家，吸引着年轻一代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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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
让人们清楚为什么

要保护、如何去保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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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
应避免“破坏性开发”

“非遗+”激活传承发展

从“非遗进校园”到“非遗在校园”

惠州青少年博物馆写生艺术研学活动，让学生走近国宝
惠州市博物馆供图

广东龙门林村盒箩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舞蹈表现了民族民
间传统技艺的积淀和传承 龙门文旅供图

龙门县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现场，进行龙门
林村盒箩技艺等非遗展示 龙门文旅供图

·林慧文·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通讯员 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