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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非遗保护与传承任重道远，而发展
是最好的保护和传承。”在2月22日的学术座谈
会上，广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楚源分享了
该集团系统开展非遗活化的经验和取得的成
果。

广药集团拥有陈李济传统中药文化、王老
吉凉茶等国家、省、市非遗13项。“中医药非遗
是广药集团的‘传家宝’，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李楚源介绍，该集团通过中药“六
化”活化非遗，即推进中药现代化、科普化、大众
化、时尚化、产业化、国际化，以文化先行撬动产
业的发展。

广药集团总结了系统开展非遗活化的五点
“法宝”：

要倚老卖新，把“传统经典”变成“时代宠
儿”。该集团通过科技创新让经典名方如滋肾
育胎丸、六味地黄丸等成为时代宠儿。其中，光
华小柴胡颗粒成为全国销量冠军。

化非遗文化“软实力”为走向国际的“硬支
撑”。该集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布局，推动
穗澳中医药产业链的深度合作，加速中医药国
际化。

把“文化化石”培养成新时代“网红”。广药
非遗品牌王老吉以帮扶贵州打造百亿级时尚健
康生态产业为目标，用98天时间高效开发出了刺
柠吉系列产品，让刺梨走出大山，成为时尚食品。

把养在深闺的“国宝”蜕变成乘风破浪的
“新国潮”。该集团研发了中药香囊、王老吉个
性化定制罐等非遗文创，与时尚产业企业例外
时尚集团、方所文化集团合作打造“中药+时尚”
新国潮。

让非遗保护成果为人民共享，摒弃独享思
维。广药集团打造了神农草堂、陈李济博物馆、
采芝林中药博物馆等文化传播平台，延续城市
历史文脉。目前，该集团正在以神农草堂为依
托，建设岭南中医药博物馆，向世界展示中医药
非遗文化。

在学术座谈会现场，专家学者
们就“让老城市焕发新活力”、“非
遗+科技”新业态、“非遗的活态传
承”等话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
员、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春雷在
论坛上表示，广州非遗在人文湾区
建设中可以发挥引领作用。

张春雷认为，广州非遗在文化
遗产的区域性整体保护方面发挥

引领作用。他指出，可依托西关
永庆坊旅游区、岭南印象园、沙湾
古镇、市文化馆非遗展区等景点，
通过展览展示、展销，让广州非遗
在文旅融合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粤剧、龙舟、武术等都是湾区城
市共享的非遗资源，广州要发挥
岭南文化中心地优势，联合其他
城市建立大湾区非遗保护联盟。”
张春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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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药集团：
系统开展中医药非遗活化

广州非遗引领人文湾区建设壹

贰 “双创”提升“老城市新活力”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擦亮广州
非遗品牌、增添城市新活力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宇
航认为，应该把培育非遗创新产业
作为提升城市综合文化实力的重
大工程扎实推进。他建议，广州市
政府牵头协调好文化旅游、住建、
规划和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市政
园林部门，形成面向产业和市场的
合力，使广州的“三雕一塑”（木雕、
牙雕、玉雕和灰塑）与建筑、设计、
装饰装修、家具、服饰、旅游等行业
相融相通；使广彩、广绣等传统工
艺美术，粤菜烹饪技艺等民间传统
技艺焕发青春；使粤剧、广东音乐、
武术、龙舟等岭南特色文艺文学活
动活跃于城乡各地；使广东凉茶等
传统医药发挥积极作用。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也
表示：“非遗‘双创’能激发市民对
传统文化自觉、自信和自主意识，
参与建设充满诗意的城市家园；能
让市民养成文化创新意识，打造创
新创意的城市文化品牌；能培养市
民文化生态理念，营造出和谐共生
的文化生态；能提升城市发展定
位，彰显城市品牌，确立差异化、特
色化老城市发展道路。”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罗斯
宁则看到，传统非遗正与不同的
艺术形式相结合，广府文化由此
不 断 出 新 出 彩 ：“ 像 舞 剧《醒·
狮》、粤剧电影《南越宫词》等剧
作大多具有创新意识。期望文艺
工作者继续推进创作。”

早在 2018 年，广州市就在全
国范围首先发布了《广州非遗+文
化资源与交易合作手册》。当前，
广州正在快速推动“非遗+各行
业”融合发展。人工智能引发全
民关注，“非遗+科技”这一话题在
论坛上也成为讨论重点。学者们
认为，科技的赋能，更能充分发挥
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

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
院长齐喆提出“要用现代激活传
统”的观点。“在信息时代，工艺美
术还停留在手作一统天下的局
面，恐怕是行不通的。”他提出，要
主动使用新科技来转型教学，创
作属于时代、指向未来的新工艺
作品，引领新时代的风尚。必须
抛开“古”“洋”之争，抛开“手工”

“机械”之争，抛开“独创”与“批量
生产”的羁绊。

广东醒狮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赵家狮”第五代嫡传人赵伟
斌谈到，“醒狮＋科技”是醒狮探
索“双创”的重要手段。他利用3D
技术打印狮头；建构VR 醒狮，让
体验者在 VR 世界里化身舞狮高

手，在梅花桩上行走、跳跃；还推
出全球首款醒狮体感机器人。“这
些科技手段的运用，让广州醒狮
正变得更加年轻有活力，让更多
人，尤其是年轻人、甚至是外国
人，喜欢它、爱上它、传承它。”赵
伟斌说。

广东省文化馆副馆长、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
任蓝海红认为，在非遗的保护与
传承方面，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
提高传统工艺保护工作的水平：

“广东传统工艺在数字化保护方
面做了许多探索。例如，五邑大
学开展‘开平碉楼灰塑三维数字
测绘及工艺研究’，开展灰塑艺术
传承和开平碉楼灰塑的修复等。”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博士庞玥基于自己的学科背
景，对广府建筑艺术的传承提出
建议：“广府建筑装饰装修非遗工
艺包括木雕、砖雕、灰塑、泥塑（陶
塑）等，广府文化通过这些非遗工
艺得到传承和发展。建议建设

‘广府建筑非遗艺术构件数据
库’。”

数字科技赋能非遗创新发展叁

肆 非遗要做好活态传承文章

非遗在当下如何活态传承？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特约研究员、广州大学教授裴继
刚抛出“基于需求为导向的非
遗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思
路”的观点：以传承人素养需求
为转变的非遗活态传承；以受
众需求为导向的非遗传承创新
实践；以时代需求为变化的非遗
活态传承。

广州的非遗保护经验获得专
家学者的点赞，其中非遗的活态
传承十分突出。广州市文化馆非
遗保护部副部长董帅在座谈会上
分享：“多年来，广州市非遗保护工
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守正
创新’的原则，形成了注重活化利
用、培育‘非遗+’新业态、推动非
遗‘五在’工程等特色做法，并发展

为非遗保护的‘广州经验’，为非遗
传承发展带来新活力。”

其中，广州将非遗“五进”提
升到“五在”新阶段，走在全国前
列。在广州，“非遗进校园”“非遗
进社区”“非遗进商圈”“非遗进景
区”“非遗进博物馆”等正转变为
常态化的“非遗在校园”“非遗
在社区”“非遗在商圈”“非遗在
景区”“非遗在博物馆”等。在

“非遗在校园”方面，据不完全
统计，全市至少有 500 所学校长
期开展非遗活动。在“非遗在
景区”方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与旅游机构合作开发了 20
条非遗线路。2020 年，“广州老
城 新 活 力 文 化 遗 产 深 度 游 路
线”被列入全国非遗主题旅游
12 条线路之一。

广州地铁日均客流有 800多万人次，是广
州城市地下大动脉。近年来，广州地铁通过

“硬件”规划建设和“软件”氛围营造两手抓，打
造地铁非遗场景，成为助力非遗传播的代表性
案例。

“非遗融入广州地铁，聚力打造‘地下文化
长廊’，有助于让市民在搭乘地铁的过程中读
懂广州，让记忆和乡愁体现在地铁的每一站、
每一程。”广州地铁集团董事会秘书、集团办公
室主任陈艳艳介绍，例如，广州地铁在大学城
南站的装修设计中，就尝试将非遗引入车站设
计，借鉴中国“活字印刷”艺术手法，将《弟子
规》等传统文化经典在文化墙上立体呈现，取
得良好效果。

随后，广州地铁进一步在四号线、九号线
选取站点试点打造非遗主题站。其中，九号线
广州北站就以醒狮作为设计主题。目前，广州
地铁尝试在十一号线中导入非遗元素，将粤
剧、醒狮、广彩、广绣等非遗元素融入车站设
计，力争将广州首条地铁大环线打造成为全国
首条非遗主题线。

广州地铁还以“文化地铁 精彩旅程”为主
题，推出一系列具有非遗特色、地铁风格的文
化活动、文化产品和非遗旅游路线，在地下大
动脉中营造非遗氛围。

2015 年，广州地铁举办首届地铁广府庙
会，集中展示打铜制品、珐琅制品、骑楼模型以
及醒狮等广州非遗，并先后在一号线、六号线、
有轨电车等多条线路推出非遗主题专列，通过
地上庙会和地下庙会的联动，让广州非遗动起
来、活起来。

在“非遗旅游+地铁”方面，广州地铁与广
州市非遗中心合作，将广式餐饮中的肠粉、老
西关濑粉，传统建筑中的陈家祠，传统工艺中
的骨雕，中药养生中的时尚中药饮、传统手工
制黑芝麻丸、中医馆贴耳治疗法与艾灸等串
联起来，形成非遗一日游精品线路，深受市民
喜爱。

案例一

案例二

2 月 22 日，第二届“广东文化
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座谈会在广
州举行。座谈会以“历史文化名城
（广州）非遗出新彩”为主题，由广
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
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共同主办。来自文
史、非遗、工艺美术、文保、医药、交
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齐聚
广州市文化馆新馆，共同为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出谋献策。

广东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
一。自古以来，中原文化、百越文
化与海洋文化在此交汇，先民们创
造并留下了种类繁多、风格独特、
辉煌绚丽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
探索出更科学有效的方式，以期对
广东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利用、让

文化遗产绽放出多姿多彩的魅力，
已成为一项迫切而紧要的任务。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
研究馆）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杨
敏在座谈会致辞时表示，一直以
来，该部门致力于广东文化遗产保
护，出版了《广东省民间艺术志》等
系列书籍，开展了“加强乡村文化
遗产活化利用，促进乡村文旅产业
发展”等专题调研，并针对广东文
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建言献策，不少
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并推进
落实。

《羊城晚报》作为一份深植岭
南、享誉全国的文化大报，一直把
做好广东文化遗产的宣传作为己
任，为广东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化
和传承创新鼓与呼，刷新群众对于

岭南文化内涵的认知。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委员、
副社长、副总编辑孙璇在致辞时介
绍，近年来，《羊城晚报》围绕推动
广府文化出新出彩，在推动文化旧
址的修缮保护及活化利用、促进岭
南非遗传承保护及创新方面，取得
了优质的传播效果，走出了一条主
流媒体“讲好岭南故事”、投身更高
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新路。《羊城
晚报》重点策划的“岭南文史”和

“岭南文脉”两大系列报道，是其中
最亮眼的一笔。

在非遗传承保护方面，广州也
正积极探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一级调研员陈泽华介绍，广州
在扎实做好非遗传承保护基础工
作的同时，着力推动非遗聚集化、

融合化、数字化、年轻化的“四化”
发展，建设了市非遗展示中心、两
条非遗街区、两个省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21个非遗工作站，引导
传承人跨界融合发展，为广州非遗
注入新气象，增强新活力。

据悉，今年将举办第三届“广
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座谈
会 。“ 学 术 座 谈 会 需 具 有‘ 五
性’——学术性、专业性、经验性、
前瞻性和启迪性。学术座谈会不
能太高高在上，一定要联系实际。”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春雷介绍，
下一步，学术座谈会探讨的内容将
围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文物而展
开。

专家纵论非遗“双创”
助力岭南文化出新出彩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周欣怡 通讯员 李飞光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贺全胜

广州地铁：
地下大动脉助力非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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