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舟山市普陀区
文联副主席、普陀区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浙
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普
陀区作家协会名誉主
席 ，研 究 馆 员 职 称。
2013年被省文化厅聘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
委 员 会 专 家 委 员 。
2018年1月被舟山市
文广局聘为市首批非遗
专家工作室领衔人。

著有散文集《风从东
海来》《激情岁月》、小
品理论集《足迹》、诗集
《情深似海》、小说集
《朝花夕拾》等以及主
编撰写了《非遗集成三
卷》《海水产品加工技
艺》《木帆船制作技艺》
等非遗书籍计 100多
万字。

2004年以来主持普
陀区民族民间艺术资源
普查和2008年全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
基本摸清了我区非遗家
底。制订了非遗项目、
传承人等一系列非遗规
定和实施办法及非遗保
护工作的规划和任务
书，奠定了我区非遗工
作基础。使我区成功报
送为省首批民族民间艺
术资源六个保护综合试
点之一，木帆船制作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
录，普陀船模艺术、东
海龙王信俗、渔歌号
子、舟山船拳等四十多
个项目先后被列入省、
市非遗保护名录。

▲忻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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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当天上午，舟山市2020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暨文化遗产进
景区系列展示活动在普陀田园综合体
举行。展示活动上，舟山锣鼓《沸腾的
渔港》、渔工号子《阿拉柯渔人》、翁洲走
书《梅童鱼招亲》、木偶戏《还金镯》等节
目精彩纷呈。那么作为此次活动的组
织筹划者之一，您觉得这样的活动能给
民众带来怎样的非遗体验？

忻怡：2016年9月，国务院同意自
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作
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是我国第
四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国家确
定“文化遗产日”，它显示了当代中国对
自己传统文化的认识高度，把历史文明
视为不可替代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保护不能只是少数专家学者和政府
的事。民众是非遗文化创造者，如果民众
不珍视、不爱惜、不保护、不传承，非遗文
化最终还是要中断与消亡的。所以，在这
一天，人们以各种方式，举行丰富多彩的
活动，表现非遗的精彩绝活，展示非遗精
湛的手工技艺，从而扩大了非遗的影响，
提升了人们对非遗文化的认识，也丰富了
人们的文化和精神情怀。

记者：作为市首批非遗专家工作室
领衔人之一，您的工作室在非遗保护方
面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忻怡：2018年初，为充分发挥专家
学者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咨询、论证、评审和专业指导
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舟山市文广
局在全市开展了非遗专家工作室创建
工作。二年来，我组织了数次“匠心天
工”等旅游手工艺品展览、“传统烘焙
文化征文研讨”等活动，还有非遗项目
资料的研究和编纂，2019年完成了“中
国民间故事丛书”浙江普陀卷的编辑
出版。同时，在收徒带徒、积极开展非
遗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方面也做了一些
工作。

记者：最近您重点关注非遗哪方面
的问题？

忻怡：近年来，全域旅游概念方兴未
艾，它的核心就是凝聚发展新合力，要注
入体育、文化、康养等元素，推动文化旅游
的深度融合，不断推出满足个性化多层次
需求的高质量文旅产品。我觉得，这正是
非遗文化大展身手的一个好机会。

记者：您所说的凝聚发展新合力，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文旅融合？

忻怡：对，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已成为发展现
代旅游业、促进文化传播的必然选择。
这要求既要做到文化引领旅游，促进旅
游的提质升级，为旅游体验增添故事与
温度，又要通过旅游促进文化传承发
展，讲好普陀故事，提升旅游吸引力，增
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和旅游业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更能丰富旅游
内涵，更能融入旅游活动，更能推动旅
游持续发展呢？最佳答案是非物质文
化。这是因为非遗文化的本质和特征
决定了它的旅游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独具艺术魅
力，因而特别会受到外地游客的欢迎。
非遗文化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就使之
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有了可行性及必然
性。海岛的非遗文化种类繁多，特色鲜
明。民间表演艺术、民间展示艺术、民
间手工技艺、民俗文化等经过近几年的
挖掘整理和开发打造，已得到较好的保
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资
源及融合于文化旅游的条件已经具备，
虽然近年来人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在
旅游开发中借助于民间艺术和传统文
化，但总体来说缺乏整体开发和持续开
发的意识，效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质
性的体现。我认为，当下迫切需要我们
全面深度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力丰富文化旅游的内涵，使丰富多彩的
非物质文化融入到旅游之中，使旅游增
加新的活力，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和品
味，因此，非物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成
为必然的趋势。

记者：就目前而言，您觉得普陀的非
遗文化与旅游融合可以有哪些具体举措？

忻怡：就我们普陀而言，沈家门的
渔港文化、传统商贸及传统饮食文化、
展茅的民间手工技艺“五匠”文化及古
民居文化、朱家尖的观音文化及海景文
化、桃花的观音文化、龙俗文化及武侠
文化，这些形形色色的特色文化都是海
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深刻的
文化内涵。但我们不能笼统的将他们
和旅游捏合在一起，要“因材施教”，找
对门路。

比如在民间表演艺术这块，可将海
岛翁洲走书、布袋木偶、舟山锣鼓等非
遗传统表演艺术运用现代化手段制作
音像制品，在旅游区进行播放、宣传和
销售。同时，可以民间表演艺术为依
托，聘请民间艺人在旅游景区进行传统
民间艺术表演，如跳蚤舞、渔工号子、马
灯舞、船灯舞等这些非遗项目既有浓郁

地方特色又有较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定能为旅游景区增光添色。

那么既然是旅游景区，就少不了纪
念品，目前，海洋旅游纪念品市场上还是
以佛珠、佛像、贝壳画、渔民画及衍生产
品以及沙雕画等为主，缺乏旅游纪念品
之中的重头产品。因此，如要增加游客
的购买吸引力，必须要开发既有丰富文
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又有一定纪念意义；
既创意新颖、设计精美、宜于收藏，又有
良好经济效益的旅游纪念品。如舟山非
遗手工技艺中的船模、船板画、渔绳结及
丰富多彩的渔民画衍生品等，不但技艺
精湛高超，而且海洋特色鲜明，每一种手
工艺品都凝聚着几代甚至几十代艺人的
心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深
厚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那么还有一部分游客，他们有更高
的追求，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更希望了解
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当地的

历史、典故，及人们的生产生活、
信仰、娱乐休闲等习俗。民俗文
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内容
丰富、波及范围广，对游客吸引

力强，同时，民俗文化最贴近人们生活，
最富有情趣，也最具有浓郁的地域性，但
民俗文化要更好地与旅游相结合，关键
是要深度挖掘民俗的文化内涵，并开发
相关的旅游产品。目前，舟山利用民俗
配合旅游活动的节日节庆有“舟山海鲜
美食节”“国际沙雕节”“沈家门渔港民间
民俗大会”“佛茶文化节”“桃花会”“祭
海”“五匠节”等，但还有大量的民俗活动
及民俗表现形态，如渔民穿龙裤、渔布褴
等服饰风俗、“坐火柜”“公鸡拜堂”等生
活礼仪习俗，“三鲍鳓鱼”、黄鱼鲞、黄泥
螺、海蜇等海产品加工习俗，还有海龙
王、妈祖等信仰习俗等都可以进行挖掘、
开发和利用。

历史上舟山普陀沈家门有长脚兴肉
粽、咩咩羊肉粥等十大名小吃，这些小吃
颇有名气，也很有特色，但如今大多都名
不见经传或者已经消亡，现只有巴哈鳗
干鱼丸面、张阿三馄饨还在苦苦支撑。
因此振兴舟山老字号小吃，为现代旅游
业服务，意义在于既恢复保存了当地特
色饮食文化，又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我
觉得，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老字号小吃
的开发、保护和扶持，同时，我们应认真
研究和挖掘当地饮食文化的背景、历史
渊源、民间传说等资料，将品尝和观赏地
方特色小吃纳入旅游线路之中，让游客
边听、边看、边尝，从中感受到普陀当地
的丰富多彩的老字号小吃，使海鲜饮食
文化更加丰满，品种更加齐全。

对非遗的最好保护就是在活的载体
的发展、传承和展示，我们必须维持或人
为创造非遗的生态环境，而非遗博览园
正是一种典型的非遗活态文化传承形
式。非遗博览园集中了当地亟待保护传
承的优秀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如民间文
艺演出活动、民俗活动和传统礼仪与节
庆展示、各种民间手工技能和产品展示，
当地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生产生活方
式、生产工具展示等，通过静态展示、动
态表演和游客互动体验等方式，使我区
的非遗传统民间文化得到全方位、立体
式的展现，使游客有目不暇接、美不胜
收、流连忘返的感觉，让她们在有限的时
间、在同一地点就可感受到旅游地的历
史掌故、民俗风情、民间艺术、工艺产品
等大量信息，从中留下强烈的难忘的印
象。因此，非遗博览园既是一个非遗展
演场所，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旅游景
点。相信在舟山普陀一个大型的非遗博
览园在某一天终会出现。

非遗文化凭借其独特性、不可再
生性而显得珍贵，也因旅游推介得到
了更广泛的传播，旅游因非遗文化的
融入大大丰富了内涵。以旅游开发为
手段，充分挖掘非遗文化的各种价值，
通过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这一途
径，一方面带来了良好的旅游效应和
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非遗文
化的保护传承和延伸，使旅游和文化
相得益彰，使旅游产业和非遗文化得
到持续发展。

□记者 沐沐 陈逸麟

“非遗+旅游 ”文旅融合添精彩
——普陀非遗专家忻怡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