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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期间的“非遗过大年”到
刚刚过去的“非遗闹元宵”，惠州市
民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遗、民
俗活动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十里不
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惠州文化，也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惠州先民们在
非遗、民俗活动中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寄托。

在2月5日“非遗闹元宵”现场，

市民李先生举着手机实时向外地朋
友分享现场情况。他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的朋友圈被潮汕英歌舞刷屏
了，他由此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
的理解与认知，“我是惠东的，以前
觉得渔歌是老旧、过时的，现在心境
换了，反而觉得曲调很轻快，歌词很
淳朴，渔民把自己对生活的所知所
想都藏在了词曲中”。

“今年正月，惠州举办了多场非
遗活动，将各项非遗聚集在一起。
传承人可以相互交流，市民可以在
同一时间感受多项非遗，探索惠州
的城市文化底蕴。”广东省非遗小金
口麒麟舞队队长、省级非遗传承人
曾燕青介绍，逢年过节人们舞起麒
麟，以表达迎祥纳福，祈求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

承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非遗非遗““闹闹””新春新春 传承传承活起来活起来
百节年为首，正月是中国

民间最为隆重的时段。兔年

新春，惠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举办多项异彩纷呈的非

遗、民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

客带来丰富的节日体验，有力

推动非遗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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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或者家有喜事，惠州人
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或举办非遗表
演，或通过民俗活动，表达过节的喜
悦、来年的愿景，传递祝福与祥瑞。

据统计，目前，惠州市有国家级
非遗名录项目3项、省级项目27项、
市级项目74项、县区级项目178项，
不少非遗曾代表惠州走出国门，打

响惠州文化品牌。
一幅龙门农民画，漂洋过海到

达美国、加拿大、日本、斐济、印尼、
墨西哥等国家展览，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与世界“对话”的一个纽
带；传唱千年的惠东渔歌，在几代传
承人的共同努力下，从惠东唱到新
加坡，还登上上海世博会和中央电

视台等舞台，屡获殊荣和好评；一分
钟剪一只蝴蝶，两分钟剪一张人物
侧身剪影，惠州市级非遗剪纸传承
人苏定明的剪刀仿佛有灵性一般，
上下翻飞间便可裁出惠州人文历史
和风土人情，不仅屡次走出国门，其
作品《东征》站上国际舞台，获得
2012年国际剪纸艺术节银奖……

作为文化名片走出国门

近年来，惠州通过成立市非遗保
护中心、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等，
不断加强非遗保护工作。今年1月31
日，惠州在2017年版《惠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公
布了新的《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管理办法》，不仅明确市、县（区）要
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规范
非遗项目的申报事宜和传播交流工
作，还明确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纳
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
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同

时明确加强非遗保护人才队伍建设。
在今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还将非遗文化申报保护工作作
为焕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的
工作重点之一。惠州非遗的发展将
迎来新节点。

“非遗活化是个深奥的课题，活
化是传播扩散的重要环节，也是其
产生市场价值的必由之路。”广东省
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民俗学
者林慧文表示，活化的核心问题即
为“非遗如何形成文化产业链”，非
遗巡游是一次大胆探索，大家要在

探索中发现其潜力与价值。
林慧文分析，目前，惠州的非遗

分布较广、区域性特色明显。由此他
建议，要发挥其区域性特色，比如在
龙门，舞火狗与农民画都是比较有代
表性的非遗项目，在各级政府和各行
各业的努力下，农民画已形成了一定
的模式，比如在“非遗闹元宵”活动现
场，农民画被印在旗袍上，与市场接
轨。相对应的，目前，惠州在大力推
进全域旅游，舞火狗也可作为体验或
表演项目嵌入其中，形成沉浸式旅游
品牌项目，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活化保护迎来新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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