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 12 月 5 日晚，在巴拉圭亚
松森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通
过评审，决定将中国的三项非遗项目从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
中，就包括四川的羌年。

为何羌年会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何又要转名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就此采访了四川
大学教授、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四
川省非遗保护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李祥林，以及四川省艺术研究院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向葵。

羌年转名录顺理成章
中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

李祥林认为，羌年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转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
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羌族是中华民族史上古老的民族，
当今中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介绍，羌年是羌
族传统节日，于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
庆祝活动。节日期间，羌族人民祭神还
愿、祈祷繁荣。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举
行庄严的祭山祭天仪式，宰羊祭神。活
动期间，德高望重的“释比”吟唱羌族史
诗，人们则唱歌、喝酒，尽情欢乐。新年
之夜，每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会主持祭祖
仪式，献祭品和供品。

羌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是因为2008年“5·12”汶

川特大地震后加大对这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保护力度。

向葵回忆道，汶川地震不仅损坏了
羌族民众的村寨房屋，部分羌年活动主
持者“释比”与主要文化传承人在地震中
离世，以及羌年活动场所与器物、资料的
损毁，给羌族文化的传承与羌年活动的
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加之羌族语言
在青少年一代明显弱化等因素，使诸多
羌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濒临消亡，“释
比”代际传承后继乏人，羌年存续岌岌可
危。在羌族民众的期盼和申请下，我国
文化部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达了申
报羌年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项目”的强烈愿望。2009年9月30
日，“羌年”经遴选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从羌族文化现状来看，2008年申
报‘羌年’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羌年是尔
玛人最大的本民族节日，其作为民俗类

项目在文化上具有综合性质，大致涵盖
了羌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李祥林说，羌
年作为羌族人独有的节日，对于凝聚族
群、修复被伤害的心灵，能起到不可替代
的作用。

多方面开展保护工作
转名录证明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从2009年羌年被列入名录至今，羌
族文化在全社会帮助下得到了良好保
护。向葵介绍，首先是我国各级政府与文
化部门出台了系列政策法规，为羌年的保
护与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国家级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从文化空
间、活动实践、传承、传播、研究、振兴等方
面给予了规划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传统的羌寨村落与祭祀活动场所
得到了全面修复，羌年传习所为传承人
开展培训活动提供了场所。在学术研究
方面，高校与研究院所科研人员的参与，

为羌年的保护提供了可行的建议。“非
遗+旅游”的推广，不仅推动了乡村振兴
和经济发展，更吸引了外出打工的羌族
青年返乡建设，参与羌年实践的人数得
以增加。

向葵透露，2023年12月，中国政府
与文化部门在羌年相关社区、群体和个
人知晓并同意的前提下，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提出了将羌年从“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请。

“这个消息说明了羌年的保护已经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听到转名录的消
息，李祥林非常高兴。

保护传承工作仍不能停
羌年的保护关键应该在民间

尽管转名录成功，羌年的保护和传承
工作依旧不能停止。“这是一个需要得到
长时间关注和支持的问题。”李祥林说。

2023年11月的羌年，李祥林照例来
到阿坝茂县参与活动。

县城里的庆典是盛大且隆重的。在
黑虎羌寨，李祥林又感受了羌族民间过
羌年的氛围。这也让他想起了2016年
那次抢救性记录工作。当时，李祥林与
政府公开招标的拍摄团队一起，抢救性
地记录了1938年出生的羌年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治升传承的方方面
面。这次抢救性记录工作，以及历年来
参与羌年活动的体会，让他再次认识到
未来羌年保护工作的重点：“羌年的传承
需要政府扶持，官方庆典起到的是宣传
助力的作用，羌年的保护关键应该在民
间，在民众怎么过年。”

因此，他也在采访中反复提到这一
点：羌族老百姓自己怎么过年，应当得到
高度的重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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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年缘何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专家解读原因，称保护传承工作仍不能停

12月6日，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公布最终获
奖名单，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
馆保护项目荣获优秀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
产保护奖设立于2000年，旨在表彰亚太
地区的个人或机构为保护和修复当地具
有遗产价值的建筑或遗产地所作出的示
范性努力和贡献，以鼓励个人或机构以
独立或公私合作的方式开展保护项目，
保护地方文化遗产，造福于今世后代。

本届收到来自亚太地区14个国家
的52个参赛项目，经过评审，最终共有
8个项目获奖，其中中国项目3个：优秀
奖——成都观音阁老茶馆保护项目，优
秀奖——上海何陋轩保护项目（可持续
发展特别表彰奖），杰出奖——宜兴古南
历史街区保护项目（可持续发展特别表
彰奖）。

对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
保护项目，评审团评语是：观音阁老茶馆
作为当地社区历史和社会演变的鲜活见
证得到了保护。该项目面对材料老化、
不当改造等挑战，仍致力于提升该地区
传统茶馆类型的安全性、可用性和可持

续性，同时保留了诸如竹编框架和稻草
泥浆抹灰等原始材料和建造技术。项目
团队创新性地将使用者作为利益相关
者，通过口述历史和绘图研究，将他们的
观点融入到保护实践中。该项目不仅维
系了茶馆原本的初衷，还维护了它的质

朴、乡韵和活态遗产。
成都市双流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安娜对着电脑，用流
利的英语发表获奖感言，“非常荣幸我
们的项目获此殊荣，感谢评委对老茶馆
保护项目的认可。”她表示，双流将以观

音阁百年老茶馆获奖为契机，进一步推
动彭镇老街及更大范围的整体性保护
利用项目，将该奖项所提倡的理念延续
到后续的工作实践中，拓展奖项的“时-
空”影响力，基于地区文化遗产的传承
利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最后，她
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到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看熊猫、吃火锅、喝盖碗茶，体
验安逸慢生活。

相关链接

观音阁老茶馆
观音阁老茶馆的历史比成都的鹤鸣

茶馆更悠久，是四川唯一保存有老虎灶
的老茶馆，前身为始建于乾隆三十三年
的观音阁（止水庵），承载着丰富的地方
文化和民俗风情。2024年5月8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
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蒙古国首都乌兰
巴托落幕，成都市档案馆申报的“成都
老茶馆相关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
亚太地区名录》，成为全国省会城市和
副省级城市中唯一独立申报并成功入
选该名录的档案文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11月1日，2024羌年庆祝活动在茂县举行。茂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观音阁老茶馆里的茶客很多。成都市双流区委宣传部供图

成都观音阁老茶馆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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