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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纤毫毕现的木雕到热气腾腾的红团，从墨韵雅致的竹刻到黄金瓷器，仰可追妈祖故里舟去远，近可尝炝肉焖豆腐的本地
味，穿梭在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烟火气和时代美学的光晕中，人们通过遇见非遗记忆与技艺，换个方式触摸历史，感受活在
今天的非遗。

日前，《非遗里的中国》在莆田取景，节目组走进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通过打造“生活里的非遗美学秀”，揭开莆田非遗艺术
与技术的创新应用，致敬传统文化的历史基因。

如今的莆田市与宋代的兴化军版图几乎重合，悠久的历史文化，神奇的人文创造，独特的莆仙方言，共同构成莆田市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截至当前，莆田市拥有1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妈祖信俗，10个国家级、63个省级、330个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拥有11个国家级、92个省级、611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涉及民间文
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民俗等类别，展现出浓郁的地方传统文化魅力。

难得一遇的闰二月，让三四月的莆田再续元宵热情。
3 月 23 日，荔城区黄石镇下江头村举办闰月元宵非遗民
俗文化节，上演打铁球、坐刀轿、踩高跷等非遗表演。高潮
莫过于最精彩的赤身打铁球——表演者坐上钢刀做成的
刀轿，用直径约 10 厘米的铁刺球，用力甩打后背，以此寓
意以英武的精神驱邪祈福。

据不完全统计，散落在莆田民间的各类神祇多达
800 多个，各类酬神活动内容多样，歌舞、杂技、鼓乐、戏
曲几乎无所不包，且大多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俗
底色。从元宵节庆、酬神礼神中走出的莆田非遗技艺，如
枫亭元宵游灯、九鲤灯舞、皂隶舞、爬刀梯、摆棕轿、木偶
戏、大鼓吹、搭蔗塔等，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化的狂欢本质。

戏曲表演在民俗活动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无事
不戏的莆田，民间戏班生意兴隆，形成庞大的文化市场，
也推动了民间曲艺的繁荣。2006 年 5 月，文化部公布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莆仙戏位列传统戏曲
类第三位。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莆仙
戏不仅吸收了民间道场中的法事音乐、歌舞表演及道教
科仪，也深受佛教变文、经文、音乐及讲经的艺术手段影
响。宋时，莆田秀屿港与温州航运频繁，杭州、温州一带
的南戏剧目流入莆田，明清时又大量移植改编其他声腔
剧目，加之后来者的新编历史剧剧目，延展至今，历史悠
久、剧种独特、内容丰富等特色让莆仙戏被誉为“宋元南
戏的活化石”。

2009 年 9 月 30 日，妈祖信俗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由此诞生。

妈祖信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
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习俗和庙会等为
表现形式的民俗文化。该信俗传播到世界 49 个国家和地
区。在妈祖故里，与妈祖信俗相关的非遗有许多，妈祖传
说、妈祖宴菜、妈祖祭典、妈祖回娘家祭祀民俗、妈祖蔗
塔、妈祖庙会、妈祖供品制作、妈祖金身巡游、湄洲女发髻
等传承至今。

盛行的信俗活动推动了工艺发展，莆田木雕就是其
中代表。

莆田木雕有着近千年历史，唐代时已经开始采用莆
田木雕装饰建筑，还用于佛像和刻书。宋元时期，由于妈
祖信仰的盛行，神像雕刻大量问世。明清两朝，莆田木雕
成为朝廷贡品。

在当地丰富的民俗土壤滋养下，莆田艺人匠心传承，
千枝竞秀，创造出留青竹刻、金镶玉、错金银、枫髓香、软
玉等精妙绝伦的非遗技艺，并形成以木雕和古典工艺家
具为龙头，以石雕、铜雕、竹雕、玉雕、牙角雕和草编、竹
编、藤编、芒条编、棕编、塑编为支撑的产业体系。

依山背海的莆田，尽得山海之利，当地人的口味也被
山与海一同影响塑造着——靠海吃海，追求本味；热衷杂
烩炝，是物质不丰的年代将山珍与海货凑于一盘的智慧。
非遗小吃焖豆腐，燕皮扁食、红团、干咩羊肉、兴化米粉、
枫亭糕、桂圆干等依循本地风土的街头吃食，带着历史记
忆和地理特征，拼凑出莆田人被山海塑造的饮食文化与
生活习惯。时至今日，这些有趣有味、最是寻常百姓家的
小吃仍是莆田宴席上必不可少的地道风味。

地方与风物

4 月 11 日，入选 2023-2024 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演
员（剧目）录制工程的莆仙戏《踏伞行》，经过 6 天的紧张
拍摄，圆满完成舞台录制工作。2023 年除夕夜，该剧惊艳
亮相央视春晚舞台，赢得海内外观众的关注和赞誉。

4 月 13 日，莆田市莆仙戏非遗保护传承中心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莆仙戏演员、演奏员专业技术人员 36 名。“经
过全市上下多年的努力，莆仙戏越唱越响亮，但还是面临
缺人才、新旧断续问题。”国家一级演员、福建省莆仙戏剧
院副院长黄艳艳说。

从抢救性的非遗保护到代表性项目名录，非遗项目
的传承发展一方面依托所属领域的活化率和非遗传承人
群基数，也需要依托传承基地化集聚效应。作为全国工艺
美术重点产区之一，莆田高度重视工艺美术产业发展，近
年来，更是提出“打造工艺美术千亿产业集群，建设东方
工艺美术产业之都，到‘十四五’末，工艺美术产业总产值
超 1000亿元”的发展目标。

4月 7日，第二届中国（莆田）国际黄金珠宝博览会开
幕。21 家沉香珠宝参展商带来各种别具一格的沉香珠
宝，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莆田木雕的发展是在沉香雕
刻中探索发展，辅以金银，方便打消消费者无法辨识沉香
的顾虑。莆田这么多好的传统工艺，我想用合适的价格、
实用的搭配、精致的设计，让更多人能够从莆田带走珠
宝。”“润物”沉香珠宝品牌创始人陈琴说。

非遗何以更好地活在当下？或许新生密码早已融入
时下社会发展图景中。《非遗里的中国》通过非遗创新秀
演、沉浸体验、还原绝技等全新的方式打开非遗，多维度
呈现非遗的创新成果、历史底蕴、中国智慧、东方美学。

“这次节目拍摄集中展示了莆田非遗文化中的多项代表
性技艺，既有对传统非遗项目的情景再现，也展示了随时
代而生、而变的活态创新应用场景和年轻一代的活态传
承。”莆田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期待节目播出后，
大家能在影像创新中重新认识莆田非遗。

守望与传承

莆田非遗：承载历史“活”在当下
□莆田观察记者 林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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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种类繁多，从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
统戏剧到木雕、泥塑、金银制作工艺
等，无不彰显莆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当前，莆田非遗文化需要发力深
度挖掘和多角度宣传。顺应媒体深度
融合趋势，组织由非遗研究者、非遗
传承人和具有一定艺术表演能力的
人才组成专业团队，创作专业且符合
当下时代特征的节目内容，进行广泛
宣传，全面提升非遗文化的对外传播
力、影响力。让非遗文化以更丰富的
形式走进百姓日常，让传统技艺服务
于现代大众的衣食住行，构建更深的
情感链接。

探索非遗保护新模式，推动“非
遗+文旅”“非遗+产业”“非遗+保护区”
融合发展，不断激发非遗传承新活力。

在“非遗+文旅”方面，依托兴化府
古街、绶溪公园等现有文化旅游资源，
植入九鲤灯舞、舞龙弄九鲤、留青竹
刻、泥塑、打砂花等传统手工技艺、民
俗演艺类非遗元素，为非遗开拓新市
场、扩大新受众。设立常态化的非遗文
化街区，将非遗美食、非遗演艺、非遗

手工艺等地方特色在这里集中绽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

质性共存，决定其保护的复杂性。近年
来，莆田在木雕、金银、佛像泥塑等技艺
类非遗方面，衍生创作出一系列既有文
化特色又有高附加值的爆款产品，形成
独特的竞争优势。可见，推广生产性非
遗项目应充分利用市场化运作，以产业
开发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

非生产性非遗项目保护方面，鼓
励村民参与遗产守护，辅导各级地方
政府和民间组织、当地村民组建文化
遗产守护网络，打造特色传统文化基
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学者积极参与，
充当“文化义工”角色，与当地居民实
现有效互动，共同守护文化遗产。

非遗是发展中的活态文化，应该
向新而生，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传统文化与
潮流体验有机融合，将非遗的单向传
播转化为双向的人机交互，参与者可
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民俗活动、艺
雕泥塑等过程。同时，打造强有力的
特色文化 IP，让非遗技艺“潮”起来，
满足广大群众时尚化、个性化、多样
化的文化需求。

讲好莆田非遗新故事
□林乔立（莆田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

仙游县枫亭元宵游灯习俗仙游县枫亭元宵游灯习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制作菜头灯。 陈应太 摄

⬇莆田木雕飞天宝盖观音（檀香木）
李凤荣 作

海祭妈祖大典海祭妈祖大典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