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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于琳琳

4月份，省文化厅举办“齐鲁非遗大讲
堂”系列培训班，分期对我省省级非遗项目
所有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培训。大讲堂邀请专
家授课，同时提供互相交流的机会，以提高
非遗传承人的知识水平和保护传承能力。

作为一位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
遗项目领域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山东师范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成银表示，山东以
其丰富的宜居地貌地理优势，从8000年前的
后李文化到北辛、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
化，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岳石文化，历经
数代，形成了涵盖儒家、道家、兵家、法
家、墨家以及阴阳、纵横、方术、刑、名、
农、医等文化，具有显著地域性特征。“其
中，萌发并广泛流传在我省的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对这
些非遗进行挖掘、整理与保护，特别是对濒
临失传的项目和传承人进行多种形式的保
护，是一项迫切的工作。近年来，我省建立
起比较完善的非遗‘四级名录’保护体系，
出台传承保护办法，全省非遗保护的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很多非遗项目又
焕发出时代光彩。”

“秘不外传”观念大大改变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年来，山东省
针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的保
护整体状况是怎样的？

李成银（以下简称李）：山东省针对传
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工
作，我认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2005年
12月至2007年是这类非遗项目保护的初始阶
段，2007年至2012年12月是快速发展阶段，
2012年12月至今可以说是规范化、可持续发
展的阶段。

记：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有哪些依据？每

个阶段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
李：2005年12月，省政府转发国办关于

做好非遗保护工作的通知，省里开始部署非
遗保护工作，我省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
非遗项目挖掘整理也随之启动。第二年，省
文化厅开始组织申报我省的非遗名录，并专
门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设置了评
审小组，我还担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第一
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共申报
了15项，最终聊城杂技等7项列入省级非遗
名录。其中淄博蹴鞠、聊城杂技两项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007年开始，这一类非遗项目保护也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我省就率先在全国
成立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2007年正式建制。2009年，东阿杂技
等20个项目列入省级非遗。到2011年，我省
又有东明县的佛汉拳等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至此，我省传统体育、游艺与杂
技类非遗项目数目已在全国位列第二。

2012年以来，我省非遗保护法治化、科
学化水平不断提升。去年，《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列入省地方立法项目，
今年初，省文化厅又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及
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及管理办法，工作开展
有章可循。其间，列入国家级、省级非遗名
录的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继续
增加，比赛交流活动也广泛开展。此外，省
文化厅还公布聊城杂技团为保护示范基地，
宁津县杂技艺术学校等为教育传承基地。

记：我省针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
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体现出哪些特点？

李：首先，文化主管部门的规划引导效
果显著。通过政策扶持，“齐鲁非遗大讲堂”
等培训，引领这类非遗项目发展从无序到规
范，从庙会杂耍到列入国家级、省级等四级非
遗名录，走上了健康科学发展的道路。

传承人对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增强，积
极性和主动性空前高涨，也是一个突出特
点。他们参与和主办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交流大会，不仅自身项目得到了锻炼和提
高，同时也扩大了这些项目的影响。

这里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传承人认识观念的转
变。这一类非遗项目武术类居多，因为历史
原因和门户观念影响，很多拳种的传承“传
内不传外”、“传儿不传女”，很多内容
“秘不外传”，封闭保守思想严重。如今，
这种现象有了根本改观，传承人申报非遗项
目从“要我报”到“我要报”，逐渐形成了
我省这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新格局。

不能躺在“名录簿”上睡觉

记：目前，我省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李：我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成绩，可以说
是全面开花，尤其是在“传统体育类”项目
中，更是硕果累累，抢救和保护了一批具有
较高价值的项目。目前，我省有7个项目列
入国家级非遗，有23个项目列入省级非遗。

但这一类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仍面临着
一些问题，比如重申请轻保护现象仍然存
在，传承人文化水平低，非遗项目传承后继
乏人等，都影响到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

记：这些问题的主要表现和存在原因主
要有哪些？

李：以重申请轻保护现象为例。近年
来，随着我省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与支持力
度的加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申报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了显著变化，这一
类非遗项目的申报项目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但是，在申报成功后，有的项目没有制订科
学的保护计划，缺乏相应的措施。有的传承
人没有很好地履行保护传承的责任和义务，
不积极参加本专业、本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推
广、竞赛等活动。

再比如，传承人学历普遍低、职业角色
复杂。到目前为止，我省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类项目传承人有20余名，年龄从45岁至

70岁不等，女性1人，其他均为男性。具有
大学学历者仅有2人，其他人学历均在高中
以下，甚至有些传承人从来就没有上过学。
从事的工作性质复杂，有农民、艺人、公安
干警、商人、工人、武术教练等，有些人没
有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收入，这对于管
理来说有一定难度。

还有，生存需要对项目的传承冲击较
大。我省有些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
项目传承人年龄偏大、健康状况不佳，有些
中年人出于经济、生活原因，倾向于外出打
工挣钱，所谓“习武练拳，不如打工挣
钱”，给这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带来不
利影响。

动态管理增强传承责任

记：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好办法？
李：省文化厅已经明确表示，今后将对

非遗保护工作进行动态管理，保护传承不利
的，将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这对提升传
承人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提高保护责任感和
保护水平，无疑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记：从这类非遗项目自身来看，可以在
哪些方面发挥保护与传承的主观能动性？

李：我认为，首先要加强组织建设，成
立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联谊
会，其下设项目协会，对自身项目有针对性
地制订传承与发展之策。现在我省部分拳种
已有项目协会，例如，冠县的查拳研究会、
临清肘锤研究会、新泰徐家拳研究会等，但
成立了协会，还要开展活动，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

其次要探索各项目传承与发展的多元化
途径与方法。很多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非
遗项目，简单易行，不受场地器材的限制，
不受年龄性别的限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悠久的传统，并且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
应积极引导、推动这类非遗项目进学校、进
社区，与其他行业结合、融合发展。

这些技艺都是我们的文化记忆
——— 李成银教授谈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保护与发展

□ 薄纯民 吴文召

“师父，你看我这动作行吗？”“师父，袖子这么甩
可以吧？”沐浴着温暖的阳光，48岁的李兰英和53岁的张
素云正在村文化大院里向76岁的师父李汝淮请教扬琴戏表
演技巧。

76岁的老师父，虽然头发已花白，但依然精神矍铄，
一板一眼地纠正着徒弟们的动作。“我16岁就开始唱扬琴
戏了，那个时候咱们光前村可是远近闻名的艺术大村呀，
逢年过节的，外村的人都跑来听戏。”李汝淮回忆起过往
岁月充满骄傲地说。

作为扬琴戏的发源地，利津县汀罗镇光前村为了将这
一艺术传承下去，于2014年腊月组织成立了新农村艺术
团，“50多年前，村里几乎人人都会哼两段。这几年，老
一辈的人渐渐去世了，村里的年轻人也没几个知道扬琴戏
的，我就寻思着，咱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就这么没了啊。
所以就成立了这个艺术团，希望把它传承下去。”光前村
的党支部书记李学文说。

拉起琴，说唱就唱。李汝淮和两个徒弟换好服装随着
曲调唱起来了，鲜艳的服装，清亮的唱腔，在温暖而安静
的乡村里格外引人注意，不一会的工夫，村文化大院里就
站满了前来观看的村民。“不光是今天，从我们新农村艺
术团成立以来，只要他们排练，村民就过来观看。咱这扬
琴戏的演唱内容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包括婆媳关系、村风
村貌等，都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李学文说。

“不光内容好，曲调也琅琅上口。我之前从来没有学
过扬琴戏，年前听师父唱了之后觉得特别好听，就拜师学
艺了。”53岁的张素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和张素云不一
样的是，李兰英从小就对戏曲有浓厚的兴趣，看电影看到
穿着戏服唱戏的就特别兴奋，“村里一说组织唱扬琴戏，
真是兴奋啊，可算圆了我穿着戏服唱戏的梦想了。”“小
姐，小姐，墙外有个老道士在骂老爷……”张素云唱腔
起，一字一句，一招一式，都透着认真。李汝淮饰演的老
道士，李兰英饰演的小姐，男声雄浑有力，女声婉转动
人，动作行云流水，高潮处引来了围观村民的阵阵叫好
声。“村里成立这个艺术团是个大好事啊，我们做梦也没
想到在多年以后还能看到扬琴戏表演啊。”村里的老大爷
老大娘聚在一起不住地感慨。

“留住老艺术，传给年轻人，下一步我们准备给村里
的扬琴戏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门艺
术。”聊起扬琴戏下一步的发展，李学文说。

留住老艺术，传给年轻人

□李梦 报道
本报莱阳讯 5月1日，莱阳市脑瘫女孩刘晓琳终于圆

了她的梦想，她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点燃梦想的青春》正
式出版发行并举行签售会。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是她耗
时6个月，用一根大拇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

刘晓琳出生于莱阳市城厢街道西至泊村一户普通农
家，因出生时母亲难产，使她留下了严重的脑瘫后遗症，
手脚无法自如控制，走路要靠在墙上一点一点挪动，说话
要使上很大的力气才能发出几个简单的音。

“父母给予我生命，不管健康还是残疾，我都应该用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去面对。”凭着这股乐观和不服输的
精神，小学毕业后辍学在家的刘晓琳开始自学写作，6年
时间里，她艰难地用拇指敲击键盘，用文字记录着脑海中
的故事，书写着自己的青春，共完成了《百合花之恋》、
《恋上同居网友》、《和姑姑一起出嫁》等8部中篇网络
小说，近３００万字。她的作品没有任何抱怨之音，文字清
新明快，感情真挚细腻，在网上的点击量居高不下。

在尝试了多种题材后，半年前，刘晓琳萌发了写自传
体小说的想法，《点燃梦想的青春》应运而生。小说里没
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山盟海誓、荡气回肠的爱情，更没
有令人心碎的生死离别，却真挚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因出生
难产导致重度脑瘫失去自由的残疾女孩从小到大所经历的
一切磨难与挫折，也包含她对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的
深刻体会，是凝聚泪水与心血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带给更多残疾朋友或年轻朋友
一些激励，无论你现在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要放弃对
生活的信心和对梦想的追寻。”刘晓琳告诉记者，之所以
把小说起名为《点燃梦想的青春》，是因为心中怀揣梦
想！假如没有梦想，那么她的青春应该是灰色的，会让她
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那样的生活就像行尸走肉，没
有一丝生气。正是因为梦想，才使她的青春生活变得五彩
斑斓起来，她的青春因梦想而点燃！

如今，刘晓琳不仅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她还
加入了莱阳的志愿服务组织“梨城春雨”，积极主动参
与各项公益活动，用她力所能及的努力去帮助那些同样
需要帮助的人，目前累计志愿服务已达3000多小时。她
说：“我虽然不能像其他志愿者那样做很多，但我可以
用精神的力量去鼓励更多人，也算是尽我的一份微薄之
力。”

脑瘫女孩创作出版自传体小说

6年完成8部中篇网络小说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钟 宁

全省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正扎实推
进。为确保文物信息采集登录质量，从3月
份开始，省普查办组成市地督导组、省直
文博单位督导组、省直部门督导组开展业
务指导和专项督察工作。督导组同时也是
“智囊团”，为各地普查工作提供专业的
“金点子”，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大大加
快了普查工作进度，有力保障了数据质
量。目前，我省文物登录进度在全国的排
名，已经由去年底的第14位跃升到第7位。

灵活处理好“重点目标”

省普查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督导不
是泛泛检查，而是“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找准症结、狠抓落实”。对系统外单位进行
个性化督导服务，提供清晰的“可移动文物
普查明白纸”，推动其顺利开始工作。对各
市普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地检查解决，对
普查一线人员文物信息采集登录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及时解答和指导。

例如，在济宁，省普查办督导组到曲
阜、邹城、兖州区、任城区各收藏单位，对
信息采集登录、国有单位平台注册登录等情
况进行全面督查。曲阜市孔府文物档案馆则
是其中的重点单位。

曲阜市孔府文物档案馆之所以被认定为
“重点”，是因为这里馆藏品种类繁多，涉及
服饰、瓷器、字画、古籍、木刻版、牙骨角器、
文具、玻璃器、玺印符牌、度量衡器等。这些
藏品不仅直观反映出孔氏家族历史生活原
貌，而且对研究曲阜当地政治流变、社会生
活、风土民情的变迁都有重要文化史料价
值。对此，省普查办督导组不仅提出了专业
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孔府文物档案馆馆藏
文物编号、文物服饰定色、古籍、木刻版数据
采集规范给予了现场指导。

例如，孔府旧藏文物明代木刻版《圣迹图》，
藏品编号为1件/套，实际数量是58件，且编号没
有时间顺序。针对藏品编号不规范这一问题，省
普查办督导组建议对文物进行重新整理，把明
代《圣迹图》按照具体年代由原来登记的1件/套
拆分成58件/套，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让每一
个木刻版都有一个专属的“身份证”，保证了文
物整理登记更加清晰有序。

在济宁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学
校等系统外文物收藏单位，省普查办督导组
也亲自走访，并在现场开设单位账户，手把手
教授各单位普查人员文物基本信息采集、文
物图像拍摄和数据上传的具体操作，进一步
加快了系统外各单位推进普查工作的进度。

对于系统内重点收藏单位，省普查办根
据山东博物馆的普查登录工作经验，总结出
一套“分组推进、层层审核、集中上报”的
工作模式，并加以推广，极大地推动了这些
收藏单位的普查工作。

督导成员都是技术高手

参加督导组的成员都是专业技术高手，
在普查工作现场，他们不仅提供专业指导，
也直接动手帮助解决难题。

菏泽督导的第二天，省督导组来到菏泽
学院，正好赶上该校为本次普查购置的摄影
器材送达普查工作现场。不过，学校老师面
对摄影器材，禁不住开始发愁，“这么多配
件该如何组装？如何使用？”

省普查办督导组成员阮浩、菏泽市普查
办主任马法玉看到后，立刻铺下身子，着手
组装布置灯箱、幕布、摄影台。之后，又不
厌其烦地教授该校普查员文物拍摄方法和拍
摄规范。

另一边，省普查办督导组组长肖贵田，
与菏泽市普查办为该校调配的成武县普查骨
干高志强、牡丹区普查骨干牛劲波一起，向
普查员们详细讲解文物信息采集中遇到的技
术问题，确保该校文物数据采集、录入、上
报规范准确。

肖贵田介绍说，通过对菏泽普查工作的
实地督察，全面了解菏泽市“上下直通、左
右互联”的普查工作模式。“无论哪家收藏
单位遇到工作困难，菏泽市普查办统筹协
调，从全市范围内抽调专业人员、专业设备
组成工作组，进驻普查工作地点，这些切实
可行的举措，有效化解了各收藏单位尤其是

系统外收藏单位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大大提高了进度和质量。”

滕卫、布明虎是省普查办的业务指导
专家，他们针对德州、淄博、威海等市在
国家文物局登录平台上文物数据集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归类，整理出各
市的“文物数据纠错本”。作为督导组成员，
在德州市陵城区文广新局督导工作时，滕
卫、布明虎一到工作现场，便拿出纠错本，
有针对性地就该单位文物名称的命名、文物
分类方法、珍贵文物数据转换后相关指标项
的修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细致讲解，并就
有问题的数据责成收藏单位立行立改。可别
小看了“文物数据纠错本”，这一招数极大
提高了各地普查质量和工作进度，将全省
普查工作带入快速通道。

尽最大努力避免差错

目前，省普查办督导组已经先后来到德
州、莱芜、济宁、菏泽、淄博、聊城、威
海、临沂、日照、济南等市、34个县区的100
余家收藏单位，以及省直文博单位、山东大
学、山东省财经大学、省图书馆、省档案
馆、省美术馆等进行了专项督导。

据介绍，通过这次督导，厘清了制约各
市普查工作进展的突出问题，增强了普查员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极大地推动了各地普查
工作的进度和数据质量。省普查办负责人介
绍说：“截至4月30日，全省平台注册收藏
单位由2月底的249家增加到494家，已注册收
藏单位数量位居全国第5名。”

在这次普查中，每一件文物都要经历清
库建档、文物认定、采集录入、数据审核、数据
录入等多个环节。其中仅数据审核，县属单位
需经过8级审核，市属单位需经过6级审核，央
属、省属单位则需经过4级审核。每一个环节
成功“闯关”，一件文物才能拥有它的“电子
身份证”。也正因此，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关
键，省普查办督导组还将针对各地普查工作
中存在的不同问题，继续开展普查重点督

导。省文物局
局长谢治秀表
示，各级普查
机构一方面要
加快文物信息
登录速度，同
时要严把普查
质量关，“尽
最大努力避免
出现差错，确
保高质量圆满
完成全省普查
工作。”

山东文物普查登录进度已跃至全国第七位

督导组也是“智囊团”

省普查办督导组工作人员在菏泽学院调试摄影器材。

□甄再斌 报道
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小官庄村，一提起徐浩然，居

民们无人不晓，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伙变成了国家一级美术大师。2012年他代表中国民间
艺术家赴欧洲访问演出，他的作品《西游记》人物面塑，
被意大利大使馆收藏。如今，徐浩然又在搞观赏盆景的设
计制作。一块块从山上捡来的形状各异的石头，一棵棵精
心培育的小树苗，配饰各种花草、青苔，一盆盆立体山水
画，在徐浩然的手下，顿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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