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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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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潍坊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犹如一部历史书，它记载着潍坊自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文章

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探究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要素概况，并以此提

出问题和相对应的建议，促进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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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

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

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

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通过对比以上定义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要素主要包括传承环境、非

遗本体以及传承人三部分。本文将以此为主，研究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潍坊市非遗要素的发展现状、出

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 

一、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研究 

（一）潍坊非遗产生环境 

1.自然环境 

非遗离不开其特有生成环境，适宜的自然环境

为潍坊非遗产生和延续奠定了基础。潍坊位于山东

半岛，地跨北纬 35°41—37°26，东经 118°

10—120°01，包含奎文、潍城、寒亭、坊子 4个市

辖区，滨海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

发区、综合保税区、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 5 个开发

区，临朐、昌乐 2 个县，青州、诸城、寿光、安丘、

高密、昌邑 6 个县级市。南接临沂，北邻渤海莱州

湾，东与青岛接壤，西邻东营、淄博，是山东半岛

的交通枢纽。地势南高北低，分别为丘陵、平原和

沿海滩涂，矿产资源丰富。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地

区，雨水充沛，农耕发达。全市总面积为 1、61 万

平方公里，总人口为 916 万。
①
 

2.经济环境 

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潍坊非遗发展和保护提供了

经济支持。在鲁商兴起的大环境下，潍坊是历史上

著名的手工业城市，清朝乾隆年间便有“南苏州、

北潍县”之称，明清时期曾以“二百支红炉、三千

铜铁匠、九千绣花女、十万织布机”闻名全国。改

革开放后，潍坊以农业、重工、海洋化工、食品、

纺织服装等行业为主要经济支柱。近年来，潍坊着

重发展电子产品及通信、机械制造、汽车、化学纤

维以及商贸产业，全方位、多角度促进经济增长。 

3.人文环境 

潍坊是齐文化发祥地之一，浓厚的文化氛围为

潍坊非遗熠熠生辉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据《尚书·禹

贡》记载，潍坊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民国期间潍坊

分属胶东道、莱胶道、缁青道。不仅如此，潍坊土

生土长的文化名人不胜枚举，例如春秋战国著名政

治家晏婴、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北魏农学家

贾思勰、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北宋画家张择端、

清代政治家刘墉、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当代诗人

臧克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在潍坊生活

和工作过的巨擘更是数不胜数，如北宋著名政治家

范仲淹，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清朝扬州八怪之一郑

燮等。 

潍坊丰厚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深

厚的人文积淀是非遗生长的土壤，这为潍坊非遗的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1984 年第一届国际风

筝会在潍坊召开，随后潍坊成为“国际风筝都”。

自此，潍坊人开始关注当地非遗的情况。 

（二）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研究 

1.潍坊非遗类型 

潍坊非遗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化，地域分布广

泛，国家级非遗第一批名单至第四批名单大约有 14

个
②
，省级和市级的非遗数量更多，其中民间美术和

传统技艺较为突出。民间美术包括杨家埠木板年画、

高密扑灰年画、高密剪纸、潍坊核雕、聂家庄泥塑

等，传统音乐包括诸城派古琴，传统戏曲包括茂腔，

传统技艺包括风筝制作技艺、潍坊嵌银漆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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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包括柳毅的传说、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舜的传

说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包括花毽、孙膑拳。 

2.潍坊非遗特点 

（1）实用性 

潍坊非遗极具实用性。大部分非遗是在日常生

活中逐渐产生的，它们反映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和精

神世界。马斯洛认为人都潜藏着五种不同层次的需

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

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实用的，潍坊非遗正贴合群众

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例如

崔字小磨香油传统技艺、城隍庙肉火烧制作工艺，

它们和群众的饮食或消费习俗息息相关。这些香油、

火烧就是用当地常见的器具、谷物制作而成，他们

从小吃到大、看到大。它们反映出潍坊非遗具有实

际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 

（2）民俗性 

民俗性是非遗与生俱来的重要性质。潍坊非遗

具有较强民俗性，民俗性又可通过民间文化表现，

潍坊非遗大多是由民间文化转化而来，民间文化渗

透在潍坊人民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当地民众通过

剪纸、年画以及传统的酿酒、酿油工艺寄予对先人

的无限怀念，对道德的高尚崇敬以及对生活的美好

希望，这就促使潍坊民间文化得以产生与繁衍。当

民间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里面的“佼佼者”如

年画、风筝、茂腔就开始渐渐走出民间文化最初简

单、原始的襁褓，成长为雅俗共赏的民俗艺术品。 

（3）相对完整性 

第一，种类相对丰富。潍坊非遗涉及民间美术、

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舞蹈、传统技艺、民间

文学、曲艺、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种

类。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中规定的非遗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

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

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2005 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附件中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是口头传

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

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

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

相关的文化空间。经过对比可发现，潍坊地区的非

遗种类相对丰富。 

第二，潍坊各非遗有较为完整的传承人体系。

潍坊已建立起四级传承人体系，现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6 人，分别是杨洛书(杨家埠木版年

画)、吕蓁立(高密扑灰年画)、王绪德(潍坊核雕)、

韩福龄(潍坊风筝)、范祚信(高密剪纸)、聂希蔚(聂

家庄泥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7 人，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 153 人，
③
县级代表性传承人人数更多。同时

潍坊非遗具有明确的传承人谱系，如茂腔传承谱系

分为三个时代：分别是本肘鼓时代（约 19世纪中期），

代表性传承人为段青梅、刘宗文等四人；冒肘鼓时

代（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代表性传承人为郭

福成、范志初等五人；茂腔时代（20 世纪初至今），

代表性传承人为张彦平、曾子明等四十九人。 

第三，相关传承工具、工艺保留相对完整。如

杨家埠木板年画大体可分为画稿创作、画板雕印、

木版套印、烘货点胭四道工序，这四道工序沿用至

今。同时每道工序使用的工具不同。一是画稿创作，

要确定画稿的形式、尺寸等；二是画板，笔者在 2009

年在杨家埠了解到，过去画板材料是棠梨木，而现

在使用的是梨木；三是木版套印的工具，如案子、

把子、支子、颜料等等；四是烘货点胭时使用的剪

去前段的大羊毫毛笔。民间艺术家们在继承四道工

序和工具的同时也就继承了木板年画的精髓。 

（三）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 

1.传承人类型 

传承人是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指掌握着具有重

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技术，并且具有最高水准

的个人或群体
[1]
。韩国非遗有六个级别：初级人员、

高级学员、助理培训员、“活的人类珍品”候选人

和荣誉“活的人类珍品”。最后一个级别包括由于

年龄原因或健康原因不能继续承担培训任务已经退

休了的“活的人类珍品”。
[2]
日本政府所认定的非遗

的保护对象，正式名称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

俗称“人间国宝”。在中国传承人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个人，包括功勋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传承

人、候选传承人以及传习人，一类是团体，包括代

表性传承团体、传承团体、传习团体。功勋传承人

是指在某一非遗领域内起到承上启下，获得国家级

或省级奖项，对此类文化的传播起到决定性、推动

性、转折性作用的嫡系民间艺术家，是历史的活化

石。例如潍坊“风筝王”杨同科先生，他不仅于 1978

年获得全国风筝比赛优秀创作设计奖、放飞一等奖，

还使潍坊风筝受到美国、荷兰等众多国家的认可。 

除了专业传承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非遗爱好

者，这些人不是非遗传承人，而是因个人爱好参与

到非遗传承中，这些人同样在非遗传承与发展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2.传承人培养 

（1）传承环境培养 

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丁汉邦在接受

《潍坊日报》2012 年 3 月 15 日采访时表示：“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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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最近,省里

评选了一批山东省历史文化名人,全省共 106 位,其

中潍坊有 15位,占了七分之一。这是非常大的优势。”

可见潍坊对文化的投入和对文化人员的培养是非常

重视的。 

对文化人员中的传承人的培养首先要从传承环

境入手。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为传承人营

造一个良好的传承环境是传承人培养的第一步，笔

者认为传承环境应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潍坊

拥有广阔的自然环境、富饶的经济环境以及深厚的

人文环境，传承人在这种宏观环境的孕育下才可能

产生源源不断的灵感。传承微观环境包括家庭、学

校、非正式组织等，它可以使人们耳濡目染，形成

自觉意识，从内心散发对非遗的感情。潍坊风筝代

表性传承人杨卫红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看着爷爷

杨同科扎风筝、放风筝，与风筝建立了深厚感情，

后开始跟随爷爷系统学习扎制风筝，逐渐成长为潍

坊风筝的著名传承人。 

（2）传承体系培养 

传承人作为非遗的重要载体，其体系培养至关

全局。笔者认为传承体系培养必须有相对完善的政

策及法律法规体系。 

2004 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11 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 年财政部、文化部关

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2008 年文化部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10

年全国人大颁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

报评定暂行办法》；2011 年全国人大公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05 年山东省人民

政法办公厅下发《关于贯彻国办发【2005】18 号文

件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8

年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文化厅颁发《山东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

些政策及法律法规文件为传承人体系培养奠定理论

支持，潍坊市在以上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指导下进行

非遗工作。 

二、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建设与管理面
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承人文环境堪忧 

潍坊人文环境具有先天良好，后天不足的问题。

非遗的学校教育力度不够，学校只把非遗作为了解

课程，无法引起学生重视。据笔者调查了解，就潍

坊高校而言，只有潍坊学院开设一门《世界自然与

文化遗产》选修课，其他高校则没有此类课程。教

育力度薄弱，不利于潍坊非遗传承和发展。   

潍坊地区非遗资源丰富，但由于教育意识和力

度薄弱，缺乏研究人员，所以关于潍坊非遗的理论

研究相对数量较少，且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首

先，研究出现“扎堆”、“跟风”现象，选题相对

单一；其次，现有文章选题相对集中、片面，许多

有意义的非遗无人研究；再次，文章内容缺乏实践

探究，只是局限于对文献、图片的分析和整理，“纸

上谈兵”的方法不利于为非遗建设提出具有针对性

的建议。 

（二）传承本体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 

如何在开发的同时保护非遗不受到破坏，如何

又能在保护的同时使非遗凸显自身价值？潍坊非遗

在保护和开发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例如青州井

塘石砌房民居建筑技艺（山东省非遗）体现出青州

古代工匠高超技艺，同时也体现出古代青州人民较

高的生活水平和淳朴的民俗风情。要保护就需要动

员社会力量，动员社会力量就会使更多的人走进古

建筑群，如何吸引更多人走进了解古建筑群，此时

就涉及到开发的问题。开发的度难以掌握，开发到

位会吸引游客蜂拥而至，众多的游客又会对原始环

境造成破坏；开发不到位，起不到宣传作用，不能

引起多数人注意。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不利于潍

坊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三）传承专业人才断层现象严重 

非遗专业人才出现断层。原有传承者老龄化，

缺少中坚力量。许多候选传承人认识不到非遗的重

要性，纷纷改行，这便加剧了非遗传承人青黄不接

甚至濒临无人继承的现象。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出生

的老艺人大部分已离世，建国前后的首代传承艺人

已步入耄耋之年；缺少既有经验又有精力的中年艺

人；年轻人更喜欢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加之

非遗教育相对缺乏，年轻传承人越来越少。如茂腔

目前优秀创作和编导人才十分缺乏，这种状况严重

制约了茂腔剧目和题材的传承和创新。许多非遗不

是没有人才，而是忽略人才培养和挖掘，达不到物

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效果。专业人才断层，不利于

潍坊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三、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议 

（一）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环境保护的对策 

1.加强潍坊“非遗进校园”的宣传 

可对在校生进行非遗的普及性宣传，提高学生

对非遗的认识，从而使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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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进行深入了解。例如采用校园网站或论坛进

行活动预告和简介，对感兴趣的学生和老师进一步

介绍非遗的概况，请其对非遗保护和发展提出宝贵

建议，对提出宝贵建议的学生和老师可附送非遗小

礼物，例如潍坊风筝、高密剪纸等，使其感到非遗

就在身边，并不遥远。 

2.开设非遗课程，重视非遗整体学科建设 

学校尤其是大学应首先明确开设非遗课程的目

标，针对目标设置整体学科体系，在建设学科体系

的基础上开设各类有关非遗课程。例如中国艺术研

究院非遗专业设置在艺术学之下，非遗专业的课程

分为公共课和基础课，公共课是所有学科的研究生

和博士生都需学习的基础理论课，专业课是导师给

学生单独授课，导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生的

研究兴趣共同决定课程和论文内容。这样针对不同

导师、不同学生，课程具有相对性和一定深度。 

3.将非遗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 

非遗传承性、独特性决定在研究非遗时必须采

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只有实地调

查后，才能了解非遗的产生环境，才能体会非遗的

魅力和传承必要性，才能看清非遗面临着的残酷现

实。笔者建议潍坊的大学可与当地非遗传承地联合

建立实践基地，每年由老师带领定量学生到实践基

地实地调查两周，与非遗传承者同吃同住同传承，

感受非遗独特性。之后，可将一定周期内（如 3 年）

的研究写成分析报告，提出可行性建议并反馈给非

遗基地，真正的起到指导性、科学性的作用。 

（二）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对策 

1.建立当地非遗详细名录和传承人名录 

名录不只包括非遗的名称、历史、发展、传承

人的简单信息，还须包括非遗的传承方式、非遗和

名人名家的关系，非遗所有的新闻采访资料以及现

有研究文献。传承人名录包括传承人学艺历程、作

品、奖项以及每个人作品的特点。将以上信息编制

成“潍坊地区非遗信息汇总”，并放在潍坊图书馆、

潍坊博物馆、潍坊的文化馆、民间收藏馆中，方便

公众借阅。 

2.建立电子化档案 

如建立非遗数字博物馆，使建档和科技性、趣

味性相结合，通过数字化、电子化的信息保护非遗、

发展非遗。再如开发非遗电子档案软件，将非遗的

概况输入软件，设定提示功能，随时提醒工作人员

非遗工作进展状况，节省人力，提高非遗工作效率。      

档案建立起来，要对非遗档案定期展览和宣传，

增加民众与非遗接触的机会，提高非遗在社会中的

传播率。通过建档和宣传，挖掘整理可使用的非遗

元素，对其适当开发和应用，为非遗保护打开一扇

新的大门。 

（三）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对策 

1.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体系 

传承人需要资金补助，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单靠政府这一渠道，路径相对单一。首先政府对候

选传承人可采取减免学费或是给予学习补助亦或是

颁发奖学金的方式来进行鼓励。还可建立“传习场

所”，为传承人、候选传承人提供生活、传习、教

育基地，目前潍坊市非遗保护中心已在高密和市区

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但覆盖面还

远远不够，需要加强建设。其次应放宽市场原则，

积极吸纳民间资金、企业资金进入。如设立非物质

文化遗产基金会，开设港澳台以及国外融资渠道，

逐渐形成国内国外两条线。 

2.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 

通过“树立典型，带动传承”的方法，引起社

会对传承人的认可和重视。如在博物馆举办传承人

展览，将传承人的作品、传承方式、传承工具、传

承人概况进行图片、文字、影像资料展览，免费向

公众开放，加大公众对非遗以及传承人的了解。同

时政府或非遗保护中心还可采取评选（无奖金）年

度传承人的方式来加强传承人、候选传承人的荣誉

感和使命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3.对传承人实施类型化保护
[3]
 

潍坊的非遗种类众多，传承人类型呈现多样化。

在保护传承人时，应注意尊重每种非遗的特点和传

承规律，对传承人进行分类保护。民俗性、实用性

较强的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此类传承人可与企业

合作，企业请传承人作为产品的设计师或顾问，既

可在企业技工中寻找合适的传习人，壮大传承队伍，

也可通过企业的广告推广非遗以及传承人自身。历

史悠久、在潍坊本地具有深厚根基的传统戏曲、传

统舞蹈、传统曲艺等，此类可通过举办老年大学、

青少年兴趣班、电视讲座等方式，充分发挥“传承

人效应”。非遗的发展也会增加政府以及民众对传

承人的关注，从而反过来促进对传承人的保护。 

四、结语 

非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更是体现

我国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关注和保护非遗，能够

促进文化创新，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潍坊非遗数

量丰硕，种类众多，良好的保护有利于提升潍坊市

的整体形象，有利于提高潍坊市民的素质涵养，有

利于潍坊的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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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好校企沟通，为今后

的实习奠定基础。 

四、存在问题 

为保障临床实习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对临床教

学实习重要性的认识，应对临床实习进行适当的考

核，并制订定切实可行的临床实习实践技能考核办

法（标准）。技能考核的内容应参照当前国家执业

兽医师和职业准入制度的要求制定。目前还没有科

学合理、可操作性较强、统一的本专业实践技能考

核标准。 

（课题组成员：薛占永、呼秀智、刘彦威、石

玉祥、王雪敏、牛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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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n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Tak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XUE Zhan-yong, HU Xiu-zhi, LIU Yan-we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apability requirement of the veterinary medical talents in the society and 
indu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students’ extensive quality, especially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tal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of the veterinary medicine students in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Key word: veterinary medicine; curriculum system; personnel train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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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fwb.wfnews.com.cn/content/20121227/Artic

el08002EL.htm。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10:347. 

[2][韩]任敦基.人类活的珍品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经验和挑战[A].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论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2:329. 

[3]孙正国.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类型化保护[J].求

索，2009(10):5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A study of essential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area 
LIU Yang 

(Drama Management Departmet,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area, like a history book, vividly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ifang city.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essential factors of intangibla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oday’s society an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Weifang area. 
Key words: Inheritance environment; Rea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