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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艺术创新，我们至少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深入生

活，二是大胆借鉴。创新离不开生活。离开生活，艺术就会变成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深入生活，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二是

善于学习，大胆借鉴。向谁学习？向谁借鉴？向民间学习，向传

统借鉴。翻看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

题：历史上的许多艺术创新，其实都不是直接来源于生活，而

是直接来源于另一种艺术。这种创新有时叫“移植”，有时叫

“借鉴”。但不管叫什么，这种创新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可以视

为一种规律。比如，小提琴独奏曲《梁祝》，就是在借鉴越剧唱

腔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红极一时的《北京一夜》，就是在借鉴

京剧元素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1998

版《水浒传》主题曲《好汉歌》开头那句“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

星星参北斗哇”的调式，就是在广泛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等

地的传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这越剧、京剧、民歌

是什么？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

作为一笔重要的艺术创新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许多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田野，将它们搜集上

来，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

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艺术名作。那么，什么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呢？

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传承主体看，非遗一定是人类创造的。它必须以传承人

为依托，没有传承人在传承的，不能认定为非遗。可以说，有没

有传承人是我们评定一个项目是不是非遗的最重要的标准。

目前，在对非遗传承主体的认知上存在两种错误观念：一

种观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有传承人。比如庙会、

春节等大型活动就没有传承人。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在

庙会上，有舞龙舞狮的，有踩高跷划旱船的，这些民间表演艺

术家难道就不是传承人？如果没有他们，这些表演艺术如何能

传下来？再者，通常一个庙会都会持续很长时间，哪个花会哪

天出场都有一定次序，而专门负责组织协调这些花会组织的

“社首”或“会长”更是典型的传承人。与文物不同，非遗是由人

来传承的，没有人在表演、制作，怎么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活态传承呢？

从传承时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悠久的历史，时

间不足百年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之所以把100年作为评定非遗的界限，是因为在距

今100年前后，西方文化开始大举进入我国，并对我国传统文

化造成巨大冲击。此后产生的许多文化，多半都具有明显的中

西合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好一

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仅从这一点来说，这些中西合璧的

“转基因”文化并不是我们保护的重点，我们重点保护的是距

今100年之前的那些足以代表中国传统的原汁原味的中国文

化。只要保护好这些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最优

秀、最典型的传统文化也就保存下来了。再说，我们所说的百

年，还只是评定非遗在时间上的一个准入门槛，像京剧、昆曲、

木版年画等，肯定远远不止百年。此前，一些项目在申报非遗

时并没有获得通过，原因即在于年限不够。如户县农民画产生

于20世纪50年代，金山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两者

均不够百年，因此无缘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保护的是“遗产”，不是“现

产”。所谓“遗产”，当然是指创造这笔财富的人死后留给我们

的东西，创造这笔财富的人活得好好的，怎能把人家刚刚创造

出来的东西称之为“遗产”呢？

从传承形态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活态形式传承至

今。那些历史上确实存在，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以活态形式

传承至今的，肯定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起源于

春秋战国时期的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型

典礼。如果这个国家级的大型仪式能够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

来，当然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规模

盛大的仪式，早在宋真宗时期就已经消亡，因此，就是再好，也

无法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类对自身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的：第

一种是文字传承，第二种是文物传承，第三种是活态传承。前

两种传承方式尽管重要，但有它的短板，第一种过于简约，许

多复杂的技术技艺，要想通过文字是很难传承下去的；而第二

种传承展示的只是结果，并没有展示出这种器物的制作技巧

与过程，其结果只能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相反，由于

非遗的传承强调的是言传身教的活态传承，所以，人类在历史

上创造出来的许多重要技术与技艺，多半是通过这种方式传

承下来的。可以说，非遗所强调的活态传承，是人类文明传承

过程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量最大的、最靠谱的传承。

从传承的原生程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原汁原味

传承至今的。那些已经被改编或改造过的，同样不能称之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下，很多人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迎合当代审美的需

要，对非遗项目进行大肆改编改造者层出不穷，致使许多原汁

原味的项目已经变成毫无保留价值的“转基因”品种，“真文

物”变成了“假文物”，“真遗产”变成了“假遗产”。如历史上的

北京烤鸭，都是用果木枝来烤制的，这样做可以使鸭肉饱含果

木的清香。但现在有些传承单位制作的北京烤鸭，已经从传统

的果木烤鸭变成了电烤炉烤鸭，烤鸭早已没有了原有的果木

的香气，这还是原汁原味的“非遗”吗？当然不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蕴藏着一个民族最稳定的文化基因，而要想保护好这些

基因，唯一的办法，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原汁原味的保

护。

从传承品质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个民族最重

要的文化财富，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

值和社会价值，没有重要价值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对非遗的认识上，很多人尚存在误区。有人认为所谓

“非遗”，只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或者

说是不够准确的。尽管非遗和传统文化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

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非遗一定是传统文化，但并不是所

有的传统文化都是非遗。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非遗是经过价

值衡量之后的传统文化。

从传承范围来看，非遗只存在于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

统工艺美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节日和传统仪式这六大领

域。除此之外，没有非遗。

通过以上六方面的界定，我们认为所谓的非遗，是指人类

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各种

重要价值的表演艺术类、工艺技术类和节日仪式类传统文化

事项。而这些才是我们进行艺术创新的重要源泉。

为什么说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艺术创新的重要源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千百年积淀起来的民族文化

精华，具有着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

会价值。但在这里我们想说的，主要还是作为艺术创新资源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一）非遗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审美传统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独特的审美传统。非遗作为一种

最能代表一个国家草根性格的传统文化，它生于民间，长于民

间，也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审美习惯。因此，只要我们的文学

艺术创作工作者向非遗学习，他的作品就会自然而然地浸染

上中国的传统，并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第一，在造形上，非遗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譬

如在造型上，中西方艺术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国的艺术追求

写意。所谓“写意”，就是通过作品必须把创作者的内心感受表

现出来。譬如山东民间艺人在制作泥老虎时，并不强调具体比

例的真实，而是强调自己内心世界的表达。在他们看来，老虎

是凶猛的，于是，他们便会用夸张的手法把老虎的嘴捏得大大

的，把老虎的眼珠子画得大大的，以此来展现老虎的凶猛。尽

管真实的老虎并不是这样的，但中国人看来老虎就应该如此。

这就是中国人的审美，他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更强调“写意”，这

一点与西方强调的“写实”完全不同。我们尊重西方艺术，但同

时也尊重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谁吃掉谁，而是

各自保护好各自的文化，从而实现对

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第二，在色彩上非遗同样代表着

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中国自古以来

喜欢红色，于是有了大红的雕漆，有

了大红的剪纸，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

色的色彩美学传统。在艺术创作中，

油画家王沂东，在他的沂蒙山女人系

列中，通过沂蒙女人的大红袄、大红

裤，凸显出了中国人特有的色彩传

统，使其作品受到热烈欢迎。除红色

之外，最能代表中国人色彩审美的还

有一种颜色，这便是蓝色。蓝源于古

代中国人常用的蓝靛印染技术。蓝靛

的发现，结束了中国人衣装没有色彩

的历史，以蓝为主色的蓝印花布也成

了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色彩选择。元以

后，人们又将这一审美传统移植到了

瓷器上，出现了青花瓷。由此可见，某

种审美一旦形成，便会对后世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二）非遗最能代表一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是环境的产物。一种

文化的产生，既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离不开它赖

以生存的人文环境。正是因为环境的不同，才造就了各不相同

的地域文化，并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标志性文化。

什么叫“地域标志性文化”？所谓“地域标志性文化”，就是

指那些最能代表该地地域特点的具有地标性质的传统文化。

譬如我们在拍一部片子，镜头从左向右摇，镜头中满目都是青

山。这时我问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你肯定不知道。因为山与

山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如果镜头一边摇，一边有《沂蒙小调》

响起，你马上知道这是到了山东沂蒙了；如果《海菜腔》响起，

你马上知道这是到了云南石屏了；如果《信天游》响起，你马上

知道这是到了陕北了。而这《沂蒙小调》《海菜腔》《信天游》，就

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标志性文化”。我们向非遗学习，重点就是

学习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标志性文化。我们只要找到了

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标志性文化，并将它们很好地运用

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我们的作品就会充满地域的味道和乡土

的气息，我们的作品才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中的“这一

个”。

（三）非遗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对于创作素材的深刻理解
俗话说：“好料出好活。”要想做出好作品，就必须在原料

的选择上下足功夫。人们常说：“只要功夫真，铁杵磨成针。”其

实，下不下功夫当然重要，但原料好坏，也是决定作品成败的

重要因素。一件好作品的诞生往往是从匠人对材料的选择开

始的。一般情况下，匠人都会自己亲自选料，匠人在选料过程

中会考虑到自然环境、时间因素、材质因素等。

其实，一个好的艺术创作，同样需要上好的“原料”作支

撑。这个“原料”怎么来？是别人帮你搜集？还是自己亲自走下

去？抑或是实实在在扎根生活？深入程度不同，结果也许会完

全不一样。这一点，与匠人选料是一个道理。我们所说的“走进

生活”，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蜻蜓点水”。我们所说的

“深入生活”，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体悟生活，从最平凡的

生活中，发现最能感动你、感动时代的人和故事，最能代表时

代精神与时代发展规律的人和故事。找到了这些，就等于匠人

找到了最优秀的原料与素材，好作品的创作也就有了最起码

的基础。当然，发现需要眼光，需要生活经验，就像匠人会到多

风的山顶去找做扁担的榆木一样，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也应该

知道哪些地方有可能会有你需要的人物和故事——如你想要

写一篇有关工匠精神的作品，你最起码应该知道具备这种精

神的大致分布在什么领域。在世俗看来，有好料才会出好的作

品。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好料不一定“贵”，只要切合

你的主题，不贵，也未尝就不是块“好料”。如我在埃及买了一

只用尼罗河朽木雕琢出的水鸟，朽木上

的小孔酷似水鸟的羽毛，稍加雕琢，便

呈现出了水鸟应有的模样，你能说这就

不是块“好料”吗？其实，我们的作品未

必都要书写“英雄”，未必人人都要立

“鸿鹄之志”，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享受

静好时光，同样需要出现在我们的作品

之中。一个从不深入生活，只知道在书

房中解读文件的人，是创作不出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好作品的。

（四）非遗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文
化走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最重要的优秀传统。这些传统一旦

形成，就会对后来的文化产生实实在在

的影响。譬如西方人崇尚人体之美的传

统，影响到了西方柯达胶卷对于人体肤

色之美的追求；日本人崇尚自然之美的

传统，影响到了日本富士胶卷对于自然

之美的追求；而中国人崇尚大红大绿的

传统，又影响到了中国乐凯胶卷对于大

红大绿这两大色块的表达。由此不难看

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其特有的传统一旦形成，就会对

其后的文化走向产生积极影响。

无论什么国家，它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便

是沿着自己的传统向前延伸。譬如，这个地方历史上是做核雕

的，那么，它的发展一定会沿着核雕这条路继续前行；如果这

个地方历史上是做金漆镶嵌的，那么，它的发展也一定会沿着

金漆镶嵌这条路继续前行。因为它们已经有了上百年的传承，

上百年的积累，上百年的口碑，只要沿着传统的延长线继续前

行，就很容易形成自己的优势。

（五）非遗可以体现一个国家文以载道的艺术传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成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同时也是一

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道德的重要载体。但近些年来，人们

谈到非遗，讲得更多的是非遗之美，很少会谈到对于这些艺术

品内涵的发掘。其实，我们的一幅幅剪纸，一张张年画，一则则

故事，一首首民歌，所传达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审美，同

时，也在传达着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他们的人生观。

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平稳地发展过来，

不能不说我们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向传统学习，向非遗学习，所学

的，也不应该仅仅是它的形式之美，同时，也应该学习它的内

容之美。通过我们对传统的寓教于乐教化方式的学习，提高我

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并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过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艺术创作如何借鉴非遗元素

在非遗的诸多领域中，都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艺术创新

资源，用好这些资源，对于当代文学艺术家，无论如何都是非

常重要的。

（一）如何借鉴民间文学这笔重要的创新资源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是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

的普通百姓讲述的口头文学作品。说白了，就是那些老爷爷、

老奶奶讲述的民间传说故事、演唱的史诗歌谣。这是一笔宝贵

的文学艺术创作资源，其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自古以来就

受到过无数文学艺术家的青睐。

利用民间文学进行艺术创作的事例自古有之。四大名著

之一的《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在借鉴了《三国志评话》的基

础上创作完成的。这一传统，不仅影响过古人，也影响过当代

文艺工作者。譬如十几年前上映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

锅》，就是作者在借鉴了刘墉故事的基础上拍摄完成的。此外，

电影《阿诗玛》，动画片《神笔马良》，无一不是在民间文学的基

础上创作完成的。近年来，日本、美国也纷纷加入到了改编中

国民间传说故事的行列中。日本根据中国传说改编的芭蕾舞

剧《鹊桥》，美国根据中国传说改编的动画片《花木兰》，都取得

了不错的战绩，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如何借鉴表演艺术这笔重要的创新资源
传统表演艺术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

汁原味传承至今的，以唱腔、动作、台词等表达方式来传递情

感、刻画人物的各种演出形式。我们说它重要，是因为如果没

有了传统表演艺术，一个国家最美的肢体语言，最好的化妆

术，最美的唱腔，最好的道白就都没有了。所以，无论哪个国

家，都会把本民族的传统表演艺术作为重点加以保护。

在文学艺术资源库中，传统表演艺术也是我们进行艺术

创新的重要资源。

以音乐为例。随着传统表演艺术保护热的兴起，越来越多

的中国音乐人开始注意到了传统表演艺术的魅力，并将其中

的精华，成功地运用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如阎肃作词、姚

明作曲、李谷一演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在咬字、归韵、曲

调、过门等诸多方面都大量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曲艺元

素，并将其巧妙地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流行歌曲《穷开

心》则成功地借鉴了老北京的吆喝声。过去，老北京小商小贩

在卖十三香时，两腿一盘，坐到道边，前面摆上十三袋香料，

左手拿纸，右手拿勺，舀一勺，唱一句：“小小的纸儿啊，四四

方方啊。”而在《穷开心》中，作者把这句吆喝改成了“小小的

人儿啊，风生水起啊”，一句充满市井气息的小唱就这样将人

带到了老北京的街头，带进了美好的回忆。在现实生活中，我

们看到了太多的文艺工作者，忙了一辈子，就是写不出一首

能够传播开来的作品，原因何在？原因就是缺少生活。毛主席

号召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可不是一句可

有可无的口号，而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只要真真正正地走向民

间，就一定能找到让你感动的曲调，就一定能创作出既感动自

己也感动别人的歌。

（三）如何借鉴传统工艺美术这笔重要的创新资源
传统工艺美术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

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一定专业水准、比较强调审美情趣的

传统工艺美术与技能。我们在这里讲的对传统工艺美术的借

鉴，主要是指将传统工艺美术元素融入当代艺术创作，以创作

出更多更好的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其实，这种借鉴

在当代创作中并不少见。如有的文艺工作者以传统凤翔泥塑

为基本元素，创作出了一套套极具关东特色的凤翔泥塑表情

包。有的文艺工作者以天津泥人为基本元素，创作出了非常传

统同时又非常时尚的梦娃形象。在许多人眼中，剪纸是土的不

能再土的民间艺术，但我们的美术工作者却以此为元素，创作

出了一套套非常时尚、耐看的艺术作品，并成功地运用到了化

妆品的包装上，让传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作为一笔重要的艺术创新资源，非遗对当代的艺术创作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

工作者深入生活，从民众生活中发现民间大美，并以此为元

素，创作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服务当代生活。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们可以借鉴传

统、但不能破坏传统，更不能因为我们的创作之需，随便对
传统，特别是对传承人正在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施以改
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像是一泓代表民族传统的源头活水，
只要保护好它，我们在下游想做可乐可以做可乐，想做雪碧
可以做雪碧，想喝绿茶可以喝绿茶。但是，如果我们搅浑了这
泓源头活水，在源头上做起了可乐，我想做雪碧怎么办？想喝
绿茶怎么办？什么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在借鉴非物质文化
遗产时，一定要明白一个基本道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借
鉴，但不能因为我们的借鉴搞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
承。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罪人，这一点需要我们切
记切记。

（中国艺术研究院侯林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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