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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丰富的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常州，古称“三吴重镇，八邑名都”，是一座有着 2 500 多年文明

史的江南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吴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常州人民，在

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共同创造、积累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

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内容丰富，品类繁多。如常州梳篦、锡剧、常州留青竹刻、常州

吟诵、天宁寺梵呗唱诵、常州小热昏、金坛抬阁、乱针绣、金坛刻纸、

谈庄秧歌灯、跳幡神、巨村舞龙、常州唱春、常州烙画、万绥猴灯、乾

元观道教音乐等项目，它们分属于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

传统舞蹈、传统音乐、曲艺等类别。其中常州梳篦、天宁寺梵呗唱

诵、常州留青竹刻、金坛抬阁等类别在全省乃至全国及海内外都有

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通过近几年的大面积挖掘、普查、调研，我们惊喜地发现，非物

质文化内容无处不在，这正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多么的坚

韧有序。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都在生动地显示着一个民族

鲜活的发展历程，让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倍感亲切。经过数次全市

性大、小规模的普查和挖掘，截至 2012 年，常州地区发现的非遗项

目多达 1 30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

经过共同努力，常州现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国家级、省级、市级、

辖市区阶梯式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迄今为止，常州市先后公布了

四批共 115个市级非遗名录项目。经过成功申报，常州的 38个项

目被列为省级非遗名录，12个项目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列，1个

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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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特而鲜明的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与内涵

常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量达到 1 300 多个，蕴涵着丰

厚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凝结和积淀着历代民众的生活情感和劳

动智慧，真实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亦展示着传统

的道德观念。这些大都与现今时代倡导的思想精神和行为准则相

似或一致。

（一）广泛倡导、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及伦理观念

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民间文学类的一大批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不仅叙述语言朴实，而且情节

生动，寓意深刻，或歌颂，或鞭挞，或抒发，都在展示、倡导、弘扬着

明礼诚信、仁和尊孝、惩恶扬善、机智侠义、施恩布德等中华民族的

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如天宁区收集、整理的《白太官传说》，其中

有多则系列故事表现了白太官智勇双全，同情弱势百姓，嫉恶如

仇，好管人间不平事的侠士形象；又如金坛市的《董永传说》，其雏

形始于汉代，说的是贫穷孝子董永卖身葬父，感动天庭七仙女下凡

助其织缣还债，并与其结为夫妻的故事，《董永传说》既赞颂了中华

民族的传统孝道，又标示了至善至美的纯真爱情；又如武进区的民

间传说《卧冰求鲤》，内容是穷苦孝子王祥为救生病的恶毒继母而

卧冰求鲤，最后治愈并感动继母的故事，同样赞颂了我们民族的传

统孝道，后被收入二十四孝道，至今被人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还

有武进区的《高山流水觅知音》是对知音和诚信的生动诠释；钟楼、

天宁、武进等区的《卜灵望传说》是对民间机智人物惩恶扬善之举

的称道。这些民间文学作为文化基因浸润了一代代常州人的灵魂，

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光成就了常州蔚然的文风，也造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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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诚信之地”的美名。

（二）真切表现广大民众生活情感、劳动智慧和生命的吁求

天宁、武进等区搜集、整理的传统戏剧类中的常州滩簧、锡剧、

常州滑稽戏和曲艺类别中的常州宣卷、常州道情及民间文学类中

的常州宝卷遗存下来大量的剧目、篇目和书目，不仅承载了丰富的

历史，生动地反映了常州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而且还是

现代和传统之间相互对照的见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江南及常州

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民风民俗，可以通过无形的文化遗

产同遥远的祖先沟通，了解他们当年的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生活

情感、 起
真和 生无形华煌立秀 浦庸 和晚署署晚晚晚收谡 生辈 晚

为晚文 闻 码F~峡津K
G 月实神



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

（三）形象标示“天人合一”的自然崇尚

在我市各辖市、区，一些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岁时节令及

民间信仰门类较为普遍。许多民间习俗、禁忌及民间信仰、民间知

识类别的内容，都形象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如金坛市

的《尧塘接新节》《柚山放灯节》和溧阳市的《放荷灯》等，其寓意都

是如此。旧时，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微弱，四季耕作和五

谷收成，几乎全是听天由命。因此，在播种和收获前后，以及在约习

成俗的时节，人们对神的崇拜、敬畏和对诸多自然物的禁忌总是油

然而发。虽然有一些迷信的成分，但从深层而言，这既是对大自然

赐予的感恩，也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自我警示，从而逐渐形成了

独特的民风民俗活动。

天宁收集、整理的民间知识类项目《看风水》，也是充分体现

“天人合一”自然崇尚的一个明例。我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把

“风水”当作是神鬼宿命的产物，予以批判和摈弃，但改革开放以

来，拨乱反正，给风水术逐渐正了名。从实际意义和作用来看，风

水术即是国人在择地宅而居时，注重选择有和风、碧水的地方。风

水术的核心，就是讲究天地人和的环境理念，讲究生态优化的人

居环境。可以说，风水术和风水文化便是“天人合一”最生动的实

践体现。

（四）通过多姿多彩的艺术画面和各具特色的技艺、工艺，展示

众艺人的文化创造力和艺术才情

常州梳篦、乱针绣、常州留青竹刻、常州烙画、常州微雕、常州

根雕、常州堆花糕团、金坛刻纸等种类的许多作品，多角度、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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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题材地生动展现旧时江南民间的生活场景和状态，也立体地

描绘出一幅幅生趣盎然的古、近代江南、常州地区的民俗风情画

卷，展示了众艺人的文化创造力和艺术才情。

与静态类传统美术相对的则是动态类的传统舞蹈，两者都是

发现美、展示美、创造美的艺术。所不同的是，传统美术通过刻刀、

绣针、电笔、画笔等创作、制作工具来塑造、布设画面；而传统舞蹈

则是通过神态、动作、肢体语言来演绎、展示画面、场景和过程。如

金坛市的《谈庄秧歌灯》，其主体部分为“浪子游春”。作为常州地区

一种独特的传统舞蹈种类，其既含有古代戏剧人物表演的内容，也

有对本土民歌、小调的广泛吸收，还有机地吸纳了外地民间歌舞的

演唱成分，其演唱、声腔表演充满着浓郁的江南水乡风情。在近年

来，我市还挖掘出了一大批颇具常州地域特色的传统技艺、传统医

药项目，如酿酒、书画装裱、龙灯制作、风筝制作、鸟笼制作、梨膏糖

制作等技艺、工艺，归纳起来，全市有上百项之多，且都与旧时民众

的日常生活、娱乐活动息息相关。这些传统技艺虽然明显受现代科

技发展的影响，日趋式微，但作为曾经的辉煌，它们却是历代艺人

文化创造力和艺术智慧的结晶，我们没有理由将它们忘却和丢弃。

三、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

历经近几年大面积普查、调研、采录、整理，常州地区二市、五

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本》共七套于 2009 年 9 月相

继问世，这七套汇编本累计 240 多万字，囊括了全市近 1 300个项

目的非遗内容，真实记录了全市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发展轨

迹，生动反映了古代、近代常州民众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和风土人

情，是常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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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性质而言，非物质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它不可能像出

土文物或古建筑那样，凝固封存于某个历史时空点，而是在变化着

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异和重现，与社会同步发展。而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最有效的保护便是活态传承。活态传承的实质是不断创新，而

创新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在活态传承方面，常州依据项目特点，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创

新性地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可谓各展风姿，各显其能。不仅充分

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传播民智、稳定社会、和谐人脉的作

用，也通过其有机楔入传统节日、广场文化及旅游活动，构建起新

的文化生态。归结起来，活态传承主要有四种形式。

其一为传承人定向传承。非遗保护的核心内容是对传承人的

保护和重视。常州被列为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的代表性传承人已

达 30 余人。近年来，常州依照相关项目的发展特点，对代表性传承

人关心、扶持并重，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

其二为学校名师传承。常州留青竹刻、金坛刻纸、阳湖拳的活

态传承，体现了这一创新原则。武进鸣凰为著名的“竹刻之乡”。鸣

凰中学依托丰厚的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自编竹刻教材，在中学生

中有效组织艺术教学和传承，受到广泛好评。金坛在白塔、后阳、直

溪等地开设刻纸艺术班，项目名师、名家悉心授艺，在培育和扶持

中，一大批艺术新苗脱颖而出。

其三为社会集体传承。近年来常州锡剧传人先后在常州广化

街小学、常州怡康小学、常州电视大学、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建

立了活态传承活动基地，成效显著。

其四为家族世系传承。这在常州留青竹刻项目中尤有特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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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历练，常州留青竹刻徐派艺术和白派艺术的家族传承群体

日渐壮大。其第三代传人已独当一面，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的发展态势。这些年轻传人的脱颖而出，是常州留青竹刻走向世

界、共创辉煌的希望所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实践表明：文化创新是发

展先进文化的依托和基础。没有创新就没有突破，就无法真正体现

先进文化的重要价值和社会凝聚作用。

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途径，我市相继在溧阳

社渚、金坛等地，建立了非遗保护示范基地，组织联合普查调研、参

与失传项目的恢复重建工作、举办专题讲座和研讨会、协助民间艺

术团队建立传承人资料库，业务上给予悉心辅导，加强信息交流，

不断创造条件，为项目传承人的历练和脱颖而出提供展示平台。经

过数年运作、磨合、提升，示范基地工作业绩日渐显现，这些常州地

区的文化生态区也已散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溧阳社渚成了蜚声

省内外的“傩舞之乡”，冻煞窠、跳五猖等 7个项目进入常州市级非

遗名录，跳幡神、祠山祭鼓等项目被列为省级非遗名录，2010 年，蒋

塘马灯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行列。

经过挖掘、整理、复活，金坛成了常州地区非遗资源富矿的福

地。到目前为止，这个县级市已拥有 5个国家级非遗名录、9个省级

名录，这种发展态势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鲜见的。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效的保护，除了活态传承，便是静态保

存。动态、静态交相辉映的格局，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静态保

存最完备的载体就是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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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学视角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公民文化意识的唤醒和强化。近年来，为不断增强广大市民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意识、参与意识，常州由文化部门组织、

发起，通过多种途径，依靠社会合力，组建了一批非遗保护的专业

场馆。项目单列主要有常州锡剧展示馆、常州梳篦博物馆等场馆。

为便于广大市民参观、学习、交流，同时形象地展示全市非遗

保护成果，常州文化部门在新北区专设了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展示馆形成大观园式的格局，以文字、图片、音像资料、实

物等多种形式，对列入国家级、省市级的 40 多个非遗名录项目做

了集中展示，无疑，这种格局开了全省之先河。文化部、省文化厅相

关领导、专家观展后，给予了高度好评。江苏电视台、扬子晚报、常

州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相继做了详细报道。

2010 年 6 月，常州非遗保护专业场馆又添“新贵”。由常州文化

部门和常州大学共建的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展示馆在常州大学

挂牌开馆。新展示馆以设施精良、项目齐全、内容翔实、形式新颖吸

引了观展领导和市民的眼球。省内外专家、同行观展后，亦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由地方文化部门与高校共建非遗展示馆，无疑是一大

创新举措。作为一个展示平台，这不仅能有效利用高校的科研力

量，加快对非遗项目内涵的挖掘、研究和提升，也能在传承和互动

中，有效加强学校文科基础建设，可谓互惠互促，相得益彰。

无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人留给今人和后人的一份宝贵财

富，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多手段、全方位地利用、开发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其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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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艺术的同时，为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利用我们本土

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切实可行的文化传承和市场运作，实

现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真正使我们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更具旺盛的生命力。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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