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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作为保护的一种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具备系统整体性,避免片面性,尤其是文化

空间作为非遗存在的条件不能忽视;在实施过程中是以项目形式完成的,每个阶段的工作必须具有开放

性,以保证前后期建设连贯,同时要从观众便利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建设.此外,非遗展示,包括整个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有相应的学理支撑,有足够的学术研究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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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保护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不少地方正在蓬勃开展.
然而,与博物馆文物展示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示更加复杂,比如,在展示中必须展现其所依存的文

化空间等.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非遗展示的一

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见解.
本文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论述非遗展示的原则及

方法.
一、展示是非遗保护的一种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是非遗保护的一种形式,称
“展示性保护”.过去主要是针对一些没有生产性保

护可能性的项目,为了体现其活态,有专家提出的一

种保护模式.现在看来,所有的项目都可以进行展示

性保护,因为它在保护工作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即通

过对项目内容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本真状态定格下来,成为特定时期的一个“标本”,
可以与生产性保护形成一种对照,对生产性保护中可

能出现的异化现象起到纠偏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

发生变化,因为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不同,形成具有

时代特色的外部环境;而不同的传承人也会有各自的

性格特征和不同的文化修养,因而在继续前辈传统的

基础上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自己创造性的内容,结

果自然而然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上时代的烙印.
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了解传承技艺的

演变;从不同时期的剧本了解民间戏剧的演变.反言

之,如果没有这些实物,我们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当代这个断面上,而不知其来龙去

脉.因此,每个时期的展示性保护和资料性保护都具

有重要价值.
非遗展示又是一种宣传普及形式.通过展示,

首先要让本地群众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历史、内涵和价值,从而提高其文化自觉,
增强社会各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这

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非常重要的

一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不仅是提升国

家软实力的需要,更是每个地方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含金量极高的文化名

片,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于提高地方的文化内

涵,增强本地居民自豪感和本地对外影响力都具有不

可替代的价值.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工作是地域文化建设一项核心内容,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展示工作又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
应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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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示的内容必须具备系统性

按照展示性保护的要求,非遗的展示必须具备系

统性,尽可能达到完整全面的要求.既然是一项重要

的遗产,首先要有一定的历史,所以其历史沿革介绍

当然不可少,包括其发生的年代、形成的背景、影响的

区域、演变的环节和存续的现状等要介绍清楚,否则

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苗.不仅如此,非物质文化遗

产总是在历史进程中承续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的.
一般来说,历史愈悠久的项目内容愈丰富,水平和价

值也愈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本身当然不可或缺.展

示任何一个非遗项目,要讲清楚它是什么.比如一种

地方戏剧或其他表演艺术,要介绍它的主要特点,至
少要有语言艺术、形体艺术、音乐、道具等舞台艺术元

素的特点的介绍和代表性的传承人以及代表性曲目

的展示.对于手工技艺类的项目,则必须介绍其原材

料、工具、制作过程、代表性作品,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解读也是非遗展示中不

能忽视的一个环节.任何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都是经过千百年历史洗礼的结晶,不仅在历史上曾

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和今后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要从

多视角解读,最基本的是传统社会当地人生产生活状

况活化石,有的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学艺术价

值、技术工艺价值、教育价值等,同时,作为一种历史

文化资源,当然还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在当今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可以在五大发

展、美好安徽建设中大显身手.通过对非遗价值的深

入介绍,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保护工作的现实意义,从
而增强保护工作的思想动力.

代表性传承人的介绍是非遗展示的重要内容之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代先贤的创造,经过历代先

人的传承和丰富发展的结果,在当代社会直接为传承

人所继承,通过他们才得以活态延续.传承人中杰出

的代表者虽生活在民间,却是高层次人才,应当得到

充分尊重.传承人的介绍包括对其个人材料的宣传

介绍和本人到现场直接展示.通过了解其背景材料

和直接接触,公众一方面对传承人的特殊技能有较深

入的了解,同时对其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

更直观的认识.

三、要尽可能展现所依存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概念,是全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一

个不能忽视的环节.所谓文化空间,是指非物质文化

遗产所依存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严格意义上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并且存在于所依托的文化空间,
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孤立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

产,如同将鱼从水中取出,单独进行展现一样.因此,
非遗的展示必须体现其所依存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概念也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如同鱼生

存的环境可以大到整个海域,也可以小到某个具体的

水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当然不可能把整个地

域文化都包括进来,但至少不能省略这个具体的空间

关系.例如,传统戏剧的展示至少要搭一个戏台和观

众席.民间技艺类的项目从原料、生产过程到产品的

用途都要有所交代.前面和后面的环节可以用一定

的媒体展示即可,但生产过程在什么地方进行一定不

能省略.前些年就有专家指出,将三雕或织布之类的

手工艺放在祭祀的祠堂中展示就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如果展示的是产品,当然要按照其原本的用途设

置展示空间.如文房用品的展示不得不放在一个传

统的书房中;三雕的展示少不了一所民居;剔墨纱灯

最好是挂在一家宅院里.为了更有效果利用空间,在
有限的展示区集中展示一个地区更多的项目,必须对

所有的非遗项目进行系统设计.
有学者提出应采用叙事空间的手法再现历史、虚

拟未来,重现传统技艺的魅力.以刺绣的展示为例,
可以在空间设计上复原集镇上货婆蓝等走村串户叫

卖花线、花针、花绷的场景;或闲暇之余,农村家庭中

母女授受、姑嫂相帮,创作出优美的民间艺术绣品的

场景;或闺房中待嫁女绣出带有成双成对的鸳鸯等图

案的桌上用品等情景[１].这个观点很有合理性,值得

借鉴.
由于文化空间的特殊性,有些项目的展示比较困

难,比如民俗类项目、民间文学类项目,可以采取变通

的办法,通过场景展示和现场录像播放等形式,尽可

能让观众感受到现场的氛围.在展现方式上注意避

免碎片化,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二种方式,有效地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现在已经普遍使用的虚拟现实技术在虚拟情景

的再现方面可以提供坚实的技术保证.有学者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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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的展示为例,提出使用虚拟现实系统不仅可以设计

虚拟的各个角色行当的表演者,而且能对环境、道具、
乐器、声腔、身段、服饰、川剧绝技绝艺等形成一个三

维的虚拟场景,观众能够通过虚拟场景从多个角度欣

赏川剧表演.甚至还可以通过手势、体态等多种方式

和系统进行交互,从而实现川剧项目的再现模式以及

人们对川剧表演的视觉模拟体验[２].
四、必须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

按照现实的规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建设

周期和招投标方式等很多方面的约束,通常是一次性

完成,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活态性,要求其展示也必须能够根

据需要随时调整;其次,展示的内容和方式本身就需

要深入地研究,而且随着认识的深化,还需要随时进

行调整.然而,作为政府的项目,承办方必须在有限

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可能无限期地跟踪调整.对

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做好前期调查研究,将固

定的和可变化因素区分开来,分期建设,如同房屋的

装饰工程,一定要把不容易变化的部分做好,把可能

会变化的内容留到后面再做.
传承人的现场展示和讲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方面过去都会考虑到,但
是仍有改进的空间.传承人现场展示的空间一定要

符合前文所说的要求,比如手工艺展示必须有一个作

坊式的空间,戏剧展示当然需要戏台,等等.很多地

方的非遗展示也设置了传承人现场展示环节,但不久

之后即成为摆设,主要原因是传承人没有时间在这里

坚守岗位.可以考虑将非遗展示场所与非遗传习场

所有机地结合,让现场展示原本就是在工作状态,只
有这样保护才能可持续.

此外,在传承人不在现场的时候,要把这部分空

间利用好,以免使人感到“冷场”,可以把传承人的工

作室变成观众体验中心.当然不是让观众直接用传

承人的工具进行操作,可以准备好体验的工具和原料

等.体验环节应当安排一些指导,可以是现场指导,
也可以是音像资料的播放.

开放性还体现在非遗展示的对外开放性理念.
不仅在展示馆的设计如此,包括与展示相配套的公共

交通或专线的设计都不可或缺,因为没有方便的交

通,展示场所就会很少有人光顾,长此以往则会处于

关闭状态.我们在不少地方看到,有些展示馆平时关

门,只有在上级领导来视察参观时才打开.要实现常

态化开放,就要围绕非遗展示场所,对周边区域的路

线、交通等作配套的规划和基础建设,实现非遗展示

场所交通可达性和公众前往时间的便利性[３].
现在非遗馆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如果能着眼于长

远,则需要有一个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国家和各省

市建设的综合馆有其体量大、种类多等优势,但真正

可以做到精致的、更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性保护

特点的还是专题馆.专题馆不仅可以对某项重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展示,而且可以持续地建设

下去,将每一代传承人的信息都比较完整地记录下

来.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做下去,就会给这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建立一个完整的信息库.当然,这就要求在

建馆之初就要有长远的规划,要有很大的可拓展性.
五、要重视前期专业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
政府主导的优点是推动力度大,有人财物等方面的保

障等.也有不足之处,往往以项目带动,每个阶段都

按照当时的工作计划安排内容,很难与实际需要相吻

合.特别是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差万别,个性差

异极大,统一的模式必然难以契合所有的项目.加上

每一个项目都有特定的工作周期,到时候就得验收,
脱离实际的现象时有发生.

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非遗保护工作行政特征

十分明显,学术支撑力度不够.应当说,自２１世纪初

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不少民俗

学、民间艺术、技术史等领域的学者转向进入大量的

非遗保护研究工作,为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重

要的学术支持.以致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提出学术

运动对于常规科学的负面影响问题,并认为民俗学者

们参与非遗保护运动虽然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

职责和学术职责,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但是这同

时也使得作为一门常规科学的民俗学处境非常尴尬,
其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学科地位会受到严重影响[４].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是

当今时代民俗学研究重要的学术指向,民俗学者可以

使民俗学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具有活力,把它与所谓

“常规科学”工作对立起来,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现

在的问题是,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学术力量还远远不

能满足实际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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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专业性,既然每个项目都有个性,那就需要做扎

实的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唯有真正地摸清每个项目

的实际情况,才能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条件,同时切

实实现政府设定的目标.如果缺少调查研究这个环

节,政策推动的工作只能是低质量地完成,保护工作

的实效必定大打折扣.
因此,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要找到相应

的专业研究者,最好能在保护工作者队伍中培养自己

的研究者,如果在本地有这方面的研究者,那么就与

他们合作进行深入的研究.个别项目实在没有本地

的学者,也可以与省内外在此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

建立联系,请他们给予指导.如果平时在这方面做得

扎实,有很好的基础,那么在实施非遗展示项目过程

中必然少走弯路.
当然,从学术层面看,不同的主体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在当下语境中,地方政府、学者与民众对文化价值取

向不同,对非遗的理解也不同.地方政府在国家规范

性保护体系下,重视文化记忆的展示以及资源转化;
民众作为实践者和承载者,还存在着传承人与普通民

众的差异,只是希望在保护过程中,能够顾及这一没

有话语权的力量,真正全方位地推动保护工作,将这

一“文化记忆”贡献出来,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学
者作为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参与某些文化记忆的

建构,重视地域文化记忆的内在逻辑,由于相对而言

仍是“文化他者”,加上自身理论知识体系不同于地方

知识系统,所追求的“文化原貌”与文化本真性只能是

文化愿景,总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５].所以,最理想的状况是,政
府、学者和民众三方面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合力,
通过整合各方意见,形成比较全面的系统化展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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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ystematicPrinciplesandWays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Exhibition
FANJialu,CHENYuanyuan

(AnhuiRadioandTVUniversity,Hefei２３００２２,China)

Abstract:Asaformofprotectio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exhibitionisofgreatimportance,which
shouldbearsystematicintegrity．Culturalspaceasaconditionto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cannotbe
neglected．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exhibitionisimplementedthroughaseriesofprojects,duringwhich
everyphaseoftheworkshouldbeopensoastoguaranteethecoherenceofthelaterconstruction．Meanwhile,

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shouldbedonefromtheperspectiveofattractingthepublic．Moreover,in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exhibitionaswellastheentir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workisrequiredto
havethecorrespondingacademicsupportandadequateacademicresearchasabasis．

Keyword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exhibition;exhibitionasaform ofprotection;systematic
principles;systematic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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