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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流量特别大，非遗产品非
常受欢迎，尤其受年轻人青睐。”在2024
巴蜀非遗品牌大会展出摊位上，广安市
级非遗项目——川东烙画传承人卢文利
说。作为川渝两地100余个非遗品牌项
目、60余个合作企业参会参展代表之一，
为了这场盛会，她已准备了许久。“我们
也需要机会，需要平台把非遗产品宣传
出去。”

6月17日，为期两天的2024巴蜀非
遗品牌大会在广安开幕。此次盛会吸引
了来自各地的 200 余位专家学者、非遗
企业代表以及专业买家团队共聚一堂，
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非遗盛宴。

一场大会，传递了哪些信息？又讲
述了哪些有关非遗的动人细节？行远自
迩，笃行不怠。数千年来，巴蜀先人们凭
借智慧与创造力，创造了古蜀文明高
峰。如今，巴蜀儿女继续携手传承发扬，
让非遗生生不息。

历久弥新
讲不完的非遗故事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
历久弥新，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见
证，展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精神
气质和生活愿景。”会上，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戴允康这样
介绍非遗。

目光聚焦四川，数据可观。四川非
遗资源富集，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８项、
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53项、省级代表性
项目1132项，认定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105人、省级1062人，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1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6个。

不仅如此，四川还拥有数量名列全
国前列的世界自然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档案记忆遗产等多个领域的代表性项
目。这些资源，构建了四川庞大的非遗
品牌“基因库”。

近年来，四川非遗品牌建设持续升
温，成效显著。从“川菜”的大品牌到“回
锅肉”的小品牌；从蒙顶山茶品牌估值
51.75亿元，到西路边茶登上邮轮“盛世
公主”号首航“一带一路-海上丝路-中
国文化”宣介的讲台；从凉山火把节、阆
中春节习俗、羌年，到北川、汶川大禹祭
祀，都江堰放水节，苗族花山节，元通清
明春台会……

在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四川
省非遗保护协会会长郑晓幸看来，“四川
非遗品牌的故事讲不完，四川非遗品牌
发展的大路越走越宽广。”

几千年来，巴蜀前人以非凡的智慧
和创造力，创造出蜀锦蜀绣、竹藤编刻、
蒙顶山茶、白酒“六朵金花”等造福人民、
惠泽古今的四川非遗品牌，铸就出古蜀
文明发展史上一座座高峰，为中华文明
的诞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非遗经过历史的探险机制仍然
能存活到今天，或者通过人们的保护
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种历
史记忆和人类记忆的价值。”四川大
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蔡尚伟曾提到，人们可以通过非物质
文化遗产去感受古圣先贤鲜明的智
慧美。

对当下的人和对未来的人来说，这
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扩张和生命厚度的扩
张，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我。

同一个“蜀绣”
川渝自古文化不分家

在大会旁边的非遗品牌展区，重庆
旅游职业学院教师黄敏正热情地向顾客
推销自己手工制作的蜀绣耳环，引发了
顾客的好奇：为何来自重庆的黄敏会推
介蜀绣？

“重庆蜀绣和四川一样，川渝自古文
化不分家。”黄敏生于重庆，求学于成都，
曾就职于成都蜀绣厂，师从成都资深工
匠。2005 年，她选择回到重庆创业，
2018年荣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巴山连蜀水，川渝一家亲。恰在此
时，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
委员、副主任幸军正在台上讲话，“继川
渝两地联合举办‘5·18’国际博物馆日
活动后，我们再次相聚广安，在此召开巴
蜀非遗品牌大会。”

近年来，川渝两地如双翼齐飞，深化
合作，共同致力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积
极助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蓬勃发展。

两地非遗项目同根同源，相互交织，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纽带。通过成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并联合推进巴蜀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两地携手并肩，共
同守护并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不仅如此，川渝两地还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如川渝曲艺展演大会，
首届巴蜀非遗酿造技艺旅游创新发展大
会，成渝双城蜀绣、漆器、金细工艺专题
展，非遗竞技赛，非遗美食周等，线上线
下活动累计上百场。这些活动不仅促进
了非遗项目的交流与合作，更让非遗在
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

“本次川渝两地联合举办的巴蜀非
遗品牌大会是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积极探索，将推出川渝精选
的100余个非遗品牌项目，种类丰富、极
具巴蜀文化特色。”幸军希望能够借助大
会这个平台，探索跨界融合，进一步打通
巴蜀非遗品牌与消费市场的链接，推动
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我
们携手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文化旅
游系统交流频繁、合作深入。”戴允康表
示，作为大会举办地的广安，更是积极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仅成功创
建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还打造
了独具特色的非遗品牌和优秀非遗工坊。

部分非遗美食和精品剧目更是走出
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巴蜀文化的
独特魅力。

在大会举办地广安
“非遗”已成为风景线

事实上，走进广安市部分小学，可以
看见这里的“非遗风”已刮了许久，他们
将云童舞、宕渠双竹连响等传统非遗舞
蹈融入课间操，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也是广安传承非遗的路径之一。

千年賨城，伟人故里，华蓥山巍峨俊
秀，渠江奔流不息，“三山两江”孕育了广
安賨韵巴风，形成了代代传承的非物质
文化，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蜚
声中外。

以华蓥山滑竿抬幺妹、云童舞、手掌
木偶戏、武胜剪纸、宕渠双竹连响、渠江

船工号子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见证历史变迁，印证文明传承。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
省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岳池米粉制作
技艺”“岳池曲酒酿造技艺”便作为乡村
振兴典型案例宣传，“邓家盐皮蛋”“顾县
牛皮豆腐干”也在天府旅游美食荟展销
中供不应求。邻水川剧、岳池灯戏更是
受邀参加深圳交流演出，武胜剪纸赴俄
罗斯等交流展示，手掌木偶等10件作品
参加四川文化遗产推介活动并亮相法国
巴黎。

“自然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
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其保护传
承最终要走进群众，并将在与时代的互
动、重构中必实现传承与创新。”广安市
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广安将以2024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川渝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
动暨巴蜀非遗品牌大会活动为契机，深
度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探索川
渝文旅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

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和品牌联合
营销，不断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推
动非遗传承传播和转化利用，让非遗绽
放新的时代光彩。

如何传承保护？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究竟该如何提
升，才能绽放时代光彩？“我们坚持非遗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推进四川
非遗品牌建设与现代生活、现代创意设
计、现代科技相结合。”会上，郑晓幸说。

“四川省非遗保护协会坚持守正创
新，引领专家团队在非遗保护领域深入
工作。”郑晓幸介绍，协会设立六个专业
委员会，共同推动非遗保护高质量发
展。同时，协会运用文创研发、数字赋能
等手段，广泛传播非遗内容，实现IP转
化，拓展市场渠道，支持会员和单位的跨
界发展与相互赋能。通过这些努力，协
会为非遗保护事业注入新活力，让非遗
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不仅如此，四川汇聚各方资源，助力
非遗品牌建设，拓展非遗产品的影响力
和市场面，注重民俗活动的内涵挖掘和
品牌影响，加强非遗传承人品牌形象建
设、非遗流通平台建设等工作。

2024年，四川省非遗协会正在推进
“草堂非遗周”和“巴蜀非遗草堂论坛”等
系列活动的组织实施，打造推动新时代
新征程四川非遗高质量发展的活动品
牌。协会还将探索非遗经纪人、非遗IP
转化、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再以广安为例，“为了更好地保护和
传承历史文化，我们精心制定并实施了
《邓小平故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等
地方性法规，严格规范市级非遗传承人
的认定与管理流程。”广安市文广旅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广安全面开展非遗资源
普查，对传承人进行抢救性调查记录，并
编撰非物质文化遗产选编，确保非遗保
护根基坚如磐石。

而精心搭建的“百姓大舞台”、非遗
“三进”、非遗美食展等平台，更是推动
23项省级以上非遗项目走进百姓日常。

武胜剪纸、竹丝画帘触手可摸，岳池
米粉、桂兴羊肉随口可尝，四川清音、手
掌木偶戏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另一边，
不断争创名品精品，推陈出新，扩大传承
空间。

巴蜀两地，正努力让非遗生生不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巴蜀两地 正努力让非遗生生不息
2024巴蜀非遗品牌大会在广安开幕

▲ 6 月 17 日 ，
2024巴蜀非遗品
牌大会在广安开
幕。图为武胜剪
纸展台。
广安市文广旅局
供图

◀黄敏（左一）在
向顾客介绍蜀绣
耳钉。刘彦君摄

展出的南充大木偶。广安市文广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