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丙安

带徒传艺
:

保护民间艺术遗产的关铡

锻造宝剑 浙江龙泉

在20 0 5年6 月 7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5 8 1个

项目中
,

有 3 72 个民间艺术遗产项 目进入国家保护的实施系列
,

约占全部名录的

72 % ;

与此同时
,

还有数以千计的民间艺术遗产项目进入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一级

名录实施保护
;

更有近万个民间艺术遗产在市 (地级市 ) 级和县 (县级市 ) 级名录

中实施保护
。

这无疑是我国民间艺术遗产保护工作的里程碑
。

然而
,

怎样才能使这

么多的优秀艺术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

并以活态传承的形式发展 厂去
,

却是一个最值

得认真探讨和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

众所周知
,

在此以前对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保护的重大历史事件中
,

至今人们还

念念不忘地称赞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 的辉煌成就
。

但

是
,

我们也不能不指出
,

当时的做法有两大缺欠
:
一是在十套

“

集成
”

中唯独缺少

了
“

中国民间美术集成
”

或
“

中国美术志
”

这一大类艺术的任何成果
;
二是几乎所

有的保护都是对各类艺术的文字记录
、

整理
、

编辑和出版的文本文献资料保存
,

对

活态的声像资料及各类艺术遗产的传承人及其传承活动
,

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保

护
,

大量的录音录像资料或散失或无人管理
,

传承人及其传承活动几乎无人过问
,

以致到90 年代中期
,

继续出现了严重的人亡歌息
、

人亡艺绝的后果
。

这是民间艺术

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缺欠
,

是特大遗憾
。

到了 199 7年前后
,

原来造成的第一个缺欠得到了有效的弥补
。

有两个原因值得

注意
:
一个是民间美术行业内的老艺人及其传人们对民间美术技艺一直坚持自发地

予以保护
,

还有美术界一批有识之士在自己的工作部门对民间美术遗产及其传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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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艺术
”

行过一些有效的搜集
、

调查
、

整理和研

究
,

出版了一些令人刮 目相看的优秀成

果
。

另一个原因是 19 9 7年5月 20 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2 17 号发布

了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
。

这两个

重要的原因使得民间美术遗产保护走上

一个新的里程
,

关注了工艺美术遗产的

带徒传艺活动的保护
。

《条例》 的出台不仅为保护我国传

统工艺美术的品种
、

技艺及人才培养提

供了政策法规依据
,

被美术界推崇为中

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

事
,

促进了工艺美术行业的进一步发

展
,

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对其它所有的民

间艺术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很有现实意义

的政策法规支撑
。

《条例》 的第二条说

得很清楚
: “

本条例所称传统工艺美

术
,

是指百年以上
,

历史悠久
,

技艺精

湛
,

世代相传完整的工艺流程
,

采用天

然原材料制作
,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

地方特色
,

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艺

品种和技艺
。 ”

就其概括的基本内容而

言
,

不仅涵盖了所有民间美术的基本特

征
,

而且显示了所有民间艺术遗产的文

化内涵
。

如
:
历史悠久

、

技艺精湛
、

世

代相传
、

民族风格
、

地方特色
、

享有声

誉这六大要素
,

毫无疑问正是民间艺术

遗产的基本特征
。

《条例》 所规定的保

护措施
,

也可以被认为是对所有民间艺

术遗产具有普遍适用性
。

比如
:
民间艺

术遗产由国家负责保护
;

由国家对民间

艺术遗产种类和民间艺术家或传承人的

技艺实行认定制度
;

聘请专家组成评审

委员会进行评审
;

对认定的民间艺术遗

产采取收集整理
,

收藏优秀作品
,

对技

艺秘密确定密级
,

依法实施保密
,

资助

研究和培养人才等措施
,

并对被国家认

定的珍品在采取收购
、

禁止出口等方面

做了详细规定
。

《条例》 颁布后
,

各级

地方政府积极制定本地的一系列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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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制度
,

评定工艺美术大师并建立 保护措施也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

其中重中之重的保护措施依然是为艺术遗产
“

项

大师工作室
、

鼓励大师带徒弟
、

组织大 目的传承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 , “

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

培养后继人才
” 。

因

师出国考察
、

参加展览等活动
;

有的每 为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所有民间艺术遗产的保护都是以传承人带徒传艺活动的保

年拨款用于扶持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和 护为核心的
。

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民间艺术后继人才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保护
。

收购补充博物馆的藏品
。

对技艺培训
、

带徒传艺活动
,

作为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
,

并不是一种

对外交流
、

会展营销进行组织与指导
,

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
,

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时代民间

并准备建立工艺美术数据库等等
,

都对 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
。

手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手工艺的口传心授习惯
,

甚至在一些

其他所有的民间艺术遗产实保护具有应 民族地区还沿袭着古老的口传神授的规矩或依靠学徒自身的灵性悟性
“

偷艺
”

的习

用价值
。

如今 《条例》 公布已经过了 10 俗
。

许多祖传家传绝艺的传承机制甚至还有许多更为独特的习俗惯制
。

民间艺术遗

年
,

传统工艺美术遗产保护普遍有了显 产独有的许多神来之笔的绝艺
,

巧夺天工的绝技
,

鬼斧神工的绝活
,

往往都来自神

著成绩
。

实践证明
,

《条例》 实施的所 秘莫测的传承活动中
,

这就是
“

文化多样性
”

的原初根据
。

所以
,

在民俗艺术形态

有保护措施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

其中 学中总是把这种艺术传承叫做
“

民间智慧传承
” ,

它不同于近现代文明社会兴起的

重中之重的保护措施正是
“

为工艺美术 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决定的
“

知识传播教育
”

机制
,

不可以强行把民间艺术的传承

大师带徒传艺创造便利条件
”

这一条
,

推向培训班
、

讲习所的大规模授课教学的现代模式
。

那些以商业 目标为遗产保护的

也可以推而广之要为民间艺术遗产传承 企图
,

总想以走捷径的办法用办班授课取代民间艺术遗产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
,

这

人的传承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

因为传承 实质上是对民间艺术遗产的致命性破坏
,

它将从根本上损害了民间艺术遗产的万花

人带徒传艺是保护民间艺术遗产的核 筒式的多种流派
、

多样风格和艺人个人绝技的传授
,

最终把民间艺术成品变成大工

心
,

是艺术遗产活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的 厂规模生产的毫无艺术特色的商品
,

其结果就很有可能最后毁掉了真正的民间艺术

最为关键的所在
。

遗产
。

几年来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坚持保护民间艺术固有的带徒传艺的传承机制
,

尊重所有民间艺术代表性传承

保护工作实践也再一次证明
,

自2 006 年 人选徒
、

收徒
、

授徒
、

出徒的个人基本权利和做法
,

给予带徒传艺的最大自主权
。

12 月 1日起施行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这才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艺术遗产实施保护的关键
。

口

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 中所规定的 乌丙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

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

浙江东阳木雕师傅在指导学徒 引自 《工艺之旅》 民间剪纸艺人 摄影 辛哗

热点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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