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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作名录，并创建全市非遗文

化资源清单，对几十个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抢救

性记录。二是建立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非遗传习展示场所、非遗工

坊为主的传习体验设施体系。作为西北地区首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物馆，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宗旨

是用有形实物展示无形文化，开展活态展示展演互动和

传习活动。随后建立完善阎良非遗展览馆、西安市碑林

区非遗陈列馆、西安市鄠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长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等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各传习基地也相继挂牌成立。并且持续推动非遗工

坊建设，已有西安市古秦渡酒业有限公司、程刚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西安市起良蔡侯纸博物馆、易俗社文化

街区非遗就业工坊、中国长安非遗乡集5家入选省级非遗

工坊。三是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进景区、进社区、进

山区以及非遗研学之旅等一系列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

客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四是实施非遗

记录工程、秦腔振兴工程、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

西安鼓乐传承发展文化工程、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工程

项目，依托重大项目带动非遗产业发展，实现资源向产

品、品牌及产业的转化。

（三）创新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传承实践

为 充 分 释 放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中 的 文 化 精 神 和 文 化

魅力，增进文化认同，西安大力挖掘戏剧、民俗、传统

手工艺、乡约等非遗项目内在文化基因，举办“非遗购

物节”线上线下等系列活动，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非遗元素与现代的融合的新途径、新模式。一是树立文

明新风尚。比如，作为最早的成文乡约《吕氏乡约》的

发源地，蓝田县在其基础上新编订了《蓝田新乡约》通

过“立约、传约、践约”，让乡风文明立得更新，传得

更快，行得更稳；或是“蓝田新婚礼”，以用新婚姻理

念感化父母，摒弃陈规陋习，达到喜事新办、移风易俗

的效果。二是借助直播、短视频等平台加大传播普及力

度。根据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抖音联合发布的《陕西

非遗数据报告》显示，秦腔、眉户等地方特色戏曲剧种

获得了抖音打赏金额的前5位。不仅使曲艺从业者切实

获得经济效益，同时也通过创新表演形式和作品形态使

非遗得到进一步推广。三是维护和培育文化新业态。如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非遗西安鼓乐在传承中

努 力 探 索 ， 通 过 打 造 “ 情 景 剧 + 声 光 电 + 沉 浸 式 ” 交 互

体验，将东仓鼓乐打造成大型音乐舞剧《鼓》，成为西

安大唐芙蓉园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四是积极探索“非遗

+文创”“非遗+旅游”“非遗+研学”等模式，让传统

文化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全国首个以秦腔非遗项

目为核心的文旅融合街区——易俗社文化街区，依托秦

腔文化衍生出两座博物馆，以及各种文创产品、文艺作

品，街区里随处可见的秦腔元素赋予了街区新的文化生

命力。这些非遗文化新实践和新形式，是传统非遗项目

融入现代社会的探索与尝试，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内生动

力，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非遗项

目焕发出新的时代魅力。

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传承面临的困境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保护传承缺乏正

确的认识和理解

在 非 遗 名 录 领 域 ， 量 是 硬 指 标 ， 这 就 导 致 非 遗 申

报更注重一个地区的非遗项目数量而不是项目的文化价

值，“重量轻质”的现象不可避免。细究西安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分类，各类非遗占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传

统技艺类占比最多（42%），其次为民俗类（13.5%）

和 传 统 美 术 类 （ 8 . 3 % ） ； 而 占 比 最 少 则 是 传 统 戏 剧

（4.4%）、民间文学（3.5%）和曲艺（3.1%）。由这组

数据可以看出，项目主要集中于传统技艺类和民俗类，

尤其传统技艺类非遗占整个西安非遗总量近半。可见西

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更加重视手工技艺、传统美术形

式而忽视民间文学、民间礼仪、表演艺术等涉及意识形

态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遗工作应优先考虑

对那些最具中华文化精神标识和文化基因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全面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割裂式保护机制问题

非遗既是动态传承，又是稳定传承，要用全面的视

角看待和理解，而不是仅仅是一个事项，割裂式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不利于文化基因的整体性和复合性

文化实践需求。但是目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定，都是由不同的学者从不

同的维度进行了多种分类，学界认可比较多的是十三类

分法或十分法。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分类主要涉

及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体

育、游艺与杂技、曲艺、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美

术、民俗等十大类，但这一分类体系在层次结构上存在

一定的重复和混乱，比如传统戏剧、曲艺等属于同一性

质的文化项目，但又属于同一层级；而传统民俗在文化

现象中包括所有类别却划入同一级别，分类体系的混乱

以及太过细化势必使文化现象产生割裂或是难以归属。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传承空间载体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典型性困难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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