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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花儿”大联唱。

连日来，记者在海原县采访了大量的
非遗传承人，提到前人留下来的老手艺，
他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自信和骄傲。”非
遗的活态保护，就是让非遗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让非遗文化的精神内涵、审美
趣味和文化记忆代代相传。“海原县魏氏
皮影戏第四代传承人魏岳成说。

在海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摆
在博物馆里、陈列在展台上，更在传承人
和民众生活实践中得到了活态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在海原县，非遗保护如同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轻轻拂过历史的长河，不
仅让古老的文化记忆得以延续，更为现代
社会注入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该县通过建立“花儿”传承点、剪纸
坊、刺绣坊、皮影戏剧团、二毛皮加工制
作厂房等措施，使非遗产业化、规模化，
更有生命力。加大非遗进景区力度，促
进非遗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增
强全民保护非遗意识，提高非遗的社会
认知度、群众知晓率。在海原县，保护
和传承非遗文化正成为一种行动自觉。

以敬畏之心开发利用非遗，就是着重“解密”
非遗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密码，打开贯通历史与未
来的新通道。“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看不见的根
基，坚持在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融入现代社会，保持旺
盛的生命力和活力，才能在文化和产业振兴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海原县文化馆馆长王新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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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非遗宝藏流韵焕彩
本报记者 蒲利宏

海原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人杰地
灵、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古朴浓郁的民族
风情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由此孕育出声名
远播的宁夏“花儿”发祥地和传承地，并被
外界誉为“花儿”故乡。2006年，海原“花
儿”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
咱。”海原“花儿”作为一种民间歌唱艺术，
情韵悠长、高亢婉转、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演唱形式多样、灵活自由。这种朴实
鲜明的民俗特点，使海原“花儿”更具时代
感，形象贴切、生动感人。

海原“花儿”具有短小精悍、灵活多
变、粗犷豪放等特色，题材迥异、别具风
格，多以四句式为主，伴以三五句式、六七
句式、折断腰式、冗长的叙事体裁式，最能
表达和抒发人们的心声和情感。“当我在
惆怅、思念等情绪下，唱上几句‘花儿’，心
里一下子就亮堂了。”自治区级“花儿”传
承人妥燕说。

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海原县“花儿”小
分队在北京演出20余场次，受到代表委员
们的好评。海原“花儿”传承人黄亚将“花
儿”唱到了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中央电视
台《星光大道》《黄金100秒》《开门大吉》《越

战越勇》等节目和 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花
儿”传承人撒丽娜与摇滚歌手合作，将海原“花儿”与
现代音乐元素融合，作品受到网友追捧……

近年来，海原县全力打造“花儿”故乡文化名
片，建立海原县文化馆“花儿”传承点，成立海原县
花儿艺术演艺有限公司，有效推动海原“花儿”的传
承发扬。先后创作大型“花儿”歌舞剧《“花儿”故
乡》《海风吹绿黄土地》《大山的女儿》《花香新时代》
等，创作编排“花儿”表演唱《接公婆》、“花儿”对唱
《情投意合一对儿》《吆骡子》《“花儿”漫塞上》等精品
节目，不断提升海原“花儿”文化影响力和美誉度。

海原县培养“花儿”非遗传承人 100余人，涌现
出以妥燕、李海军、王洪蕊、黄亚、张娜为代表的优
秀“花儿”传承人 34名。他们用婉转唱腔把“花儿”
漫出了海原县、唱到了北京、漫到了国外。《“花儿”飞
出山窝窝》《“花儿”故乡》《大山的女儿》《花香新时
代》等舞台剧多次获奖，并走出国门进行文化交流演
出，海原“花儿”成为对外交往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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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海原“花儿”演唱形式多样、灵活自由，唱词更倾向于
古体文学的含蓄与意境画面的结合，曲调特征鲜明、自成
体系。近年来，海原县整理出版《“花儿”故乡——海原》
《奇遗之乡——海原》外宣书籍，录制了“花儿”专辑，出版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海原民间“花儿”》和《民间
歌曲资料》，建立了“花儿”艺术资料库，为提升“花儿”文化
品牌影响力开辟新思路。

海原县花儿艺术演艺有限公司着力打造“花儿”艺术
品牌，编排出《七朵花》《山窝窝飞出幸福歌》《“花儿”飘香》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并广泛开展文化下乡、广场文化
活动，让“花儿”在传承中流韵焕彩，点亮基层群众文化夜
空。“从小就在马汉东老师教唱中对‘花儿’有了认识，并且
多次代表宁夏外出演出，经常性开展‘花儿’进校园、‘花儿’
讲座和‘花儿’传唱、打造直播间传唱‘花儿’等活动，传承
海原‘花儿’，赓续历史文脉。”关桥乡脱场村党支部书记、

“花儿”传承人田玉荣说。
光影闪动下的简陋舞台，手下摆动的提线人物，伴随

着铿锵有力的秦韵唱腔，皮影戏走向海原百姓大舞台。海
原县魏氏皮影戏第四代传承人魏岳成成立皮影文化大院、
皮影戏剧团，推广皮影体验活动，足迹遍布周边乡镇和市
县，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如今政府搭建了非遗展演展示、
非遗进校园等平台，魏氏皮影传承后继有人。”他说，发扬
好这门老手艺，就是保留前人的智慧和跨越时光的传承。

在每年的社火展演、村晚舞台、校园非遗课、非遗宣传
展示中，处处可见“花儿”联唱《家乡的“花儿”》《曹氏武术
表演》、秦腔曲目《花亭相会》、方棋大赛……近年来，海原
县累计开展 40余场皮影戏展演、34场“花儿”大赛，举办秦
腔、“花儿”等演唱比赛百余场。来海原县游玩，非遗民俗
文化展演是游客不可错过的打卡必选项。

海原县每年开展“非遗购物节”展示展销、非遗影像
展、非遗进校园、文化遗产系列宣传等 10余项活动，将胡湾
舞狮、曹氏武术、高崖高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入其
中。通过抢救性保护、记忆性保护，让人们在了解非遗、喜
欢非遗中充分享受非遗的文化魅力，让文化浸润的力量直
抵人心。

截至目前，海原县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8项、传承
人 133名，国家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1个、自治区级和市级
传承基地 4个，海原县非遗展示馆 1个。“我们采取政策扶
持、教育培训、宣传推广和市场拓展等措施，帮助非遗传承
人克服困难，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传承守护好
本土文化遗产和精神家园。”该县文旅广电局副局长李兰说。

指尖致富路 非遗活经济

在海原县，大部分中老年妇女都会剪纸刺绣技艺，囊
括了墙上挂的、床上铺的、身上穿的、头上枕的、脚下垫的、
手中提的……海原刺绣剪纸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有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剪
纸之乡”。

从 2015年开始，该县深入挖掘地方特色非遗文化，建
立了刺绣剪纸非遗文化创业孵化基地、中卫市沙坡头水镇
海原非遗馆，同时，整合全县 12家合作组织成立公司和认
证中心，并注册商标，大力开展刺绣剪纸技能培训等，积极

培育非遗文化产业。
木雕、蛋雕、皮影戏等非遗项目在前店现场演示，剪

纸、刺绣、泥哇呜等在后厂加工生产。走进海原县非遗传
承基地，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与祖先的非遗智慧有了碰
撞。该基地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西北民俗馆、
非遗手工艺产品生产加工展示区及文化长廊等，已成为集
收藏展示、交流合作、聚集示范、演出展览、研发孵化、教育
培训、创新探索于一体的多功能非遗基地。

“我从事刺绣近 30年，如今有了自己的公司，每年带动
上百人就业，刺绣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
将进一步开发文创产品，拓展文化产业致富新路子，带动
更多人增收致富。”海原县千珍绣民族手工艺有限公司负
责人乔亚茹说。

截至目前，海原县非遗传承基地吸纳刺绣剪纸合作社
12家，辐射带动专业村 24个，已形成生产、包装、展销为一
体的“前店后厂”模式，实现产品设计研发个性化、产品包
装一体化、产品生产订单化、产品工艺精品化。累计培训
技能人才 4200人，助力 650户建档立卡户致富增收，年产
值近千万元，带动当地创新“非遗+文创”模式，让非遗产业

“活”起来。

保护利用并重 非遗文化升温

“我每年制作泥哇呜上千件，不仅赚钱了，而且登上了
大大小小的舞台，这都是非遗保护带来的红利。”海原县泥
哇呜非遗传承人马志龙说，非遗传承养心志、育情操，涵养
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不断汲取文化自信的向上力量。

为扩大海原非遗知名度，该县多次邀请各类媒体对刺
绣剪纸艺人进行专题采访，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远方
的家》等节目进行宣传报道。组织刺绣剪纸企业参加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广交会、首届长三角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展示活动，提升海原剪纸刺绣知名
度，不断开拓销售市场。

借助深厚的文化底蕴，海原县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
兴旺的动力，开辟“非遗+商业”“非遗+产业”创新发展新路
径。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制作发布“云游非遗 畅享海原”
视频号，在线直播传统刺绣工艺、泥哇呜工艺制作，将刺绣
产品融入日常用品，销往全国各地。

在传承和发扬传统非遗文化上不断创新，该县充分利
用互联网平台优势，推广宣传非遗文化，推销非遗产品，展
示非遗魅力。利用现代新媒体聚焦非遗传承人，助力非遗
实现可观可赏可购可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实
现非遗文化从“活起来”到“火起来”。

“我们将曹氏武术和胡湾舞狮融合在一起，使舞狮武
术更有艺术感。今年我们代表宁夏参加全国社火大赛，获
得二等奖。”曹氏武术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曹建说，目前
曹氏武术主要以家庭式方式传承，涉及家族三代人群，有
队员20余名。经常受邀参加各种演出，知名度越来越高。

该县将非遗展演展示融入关桥梨花节、海原·盖牌“村
BA”、农民丰收节等系列文旅活动中，营造出演非遗、观非
遗、讲非遗、吃非遗、购非遗、做非遗、学非遗的良好氛围。
用展演、展示、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群众近距离体验非遗
的魅力。通过“非遗+文旅”的方式为非遗保护注入新动
力，今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24万余人次，带动文旅消
费市场迅速升温。

非遗活起来 文化火起来
随着时代变迁，不少非物质文化逐

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实用器成为
观赏的艺术品。怎么让非物质文化融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传统老技艺焕发
时代光彩？海原县走出一条非遗传承
保护可持续发展之路。

海原县不但投资建起参展面积 1.9
万多平方米的非遗传承基地，里面非遗
馆藏应有尽有。而且采取“前店后厂”
模式，形成集非遗产品设计、包装、销售
推广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坚持在传承
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呈现出旺盛
的生命力和活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既
要从大处着眼改善文化生态环境，又要
从细处着力做足‘绣花’功夫，充分挖掘
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使历
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海原县
文旅广电局局长周玉宁说。

海原县将逐步加大经费投入，继续
深入基层挖掘、搜集、整理非遗代表性
项目，建立完善各级保护名录体系，加
大非遗保护宣传展示力度，使非遗保护
项目内容更加丰富，涉及面更加广泛。“让非遗走
出历史、走进当下，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
永逸，必须遵循非遗保护传承规律，以初心来守
护，以匠心来传承，以敬畏之心来开发。”海原县
文化馆副馆长陈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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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曹氏武术）。

春节社火巡演。

非遗皮影戏进学校。

非遗剪纸进社区。

绣工们赶制绣品。
““花儿花儿””之乡之乡，，古韵海原古韵海原。。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马国俊马国俊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原县文化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