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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时节，踏着欢庆的鼓点，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中国民协

“我们的节日·丰收节”系列活动，以最接地气的民间文艺表演、展览

展示等形式，展现着全国人民欢乐庆祝丰收的节日氛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长年行走于民

间，致力于民间文艺传承、发展与传播的探索与研究。在他看来，包括

民间手艺、民间民族信仰、民歌、习俗和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

民间文艺，更能反映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的特征和深厚内涵。人民政协

报记者专访邱运华，请他讲述在推动民间文艺传承发展、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方面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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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非遗 保护传承民间文艺

“丰收节，是一个体现中国人民勤劳致
富、劳动收获的节日。中国民协每年都会在一
些省区市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今年‘我
们的节日·丰收节’系列活动走进辽宁、黑龙
江、河南、四川等地。”邱运华说，举办系列
活动主要是为了把老百姓的民俗传统和他们丰
收的喜悦，以节日的方式呈现出来。

邱运华告诉记者，多年来，随着传统节日
的知晓度和重视程度持续提升，中国民协不断
规范节日活动管理，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流
程。在七大传统节日，以及丰收节和少数民族
传统节日期间，相继在全国各地举办了“我们
的节日”系列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年均组织

“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近20次。“特别是它
通过一定的文艺形式，使各区域的民族性、民
间性的传统节日得到传承，是可以留给后世的
一个好项目。”邱运华说。

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民间文艺中有许多非
遗项目，如何从非遗视角推动民间文艺传承发
展，成为邱运华长年思考研究的问题。“文化
的传承、技艺的传承以及审美的趣味，是非遗
保护中所关注的要素，也是民间文艺传承发展
过程中所关注的内容。”邱运华阐述道，以一
个门类的艺术作品传承一个区域的文化，这在
唐卡、剪纸、木版年画等民间文艺中是有所体
现的，抢救保护这些民间文艺，实际就是对区
域文化特殊性的一种传承和抢救。它们作为非
遗，蕴含着老百姓千百年来积淀的审美趣味，
有时代性，也有永恒性。

民间文学是民间文艺中的重要部分。对于
民间文学的抢救保护，莫过于“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出版工程”的开展，前不久该工程刚刚公
布了系列新成果。邱运华表示，依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在所有省区市都开展了当地民间
文学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对民间文学
的传承保护起到重要作用。邱运华特别提到，

“香港、澳门两地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已经启
动，这在中华民族民间文学历史上是具有浓墨
重彩的一笔，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以
来，截至2023年 8月30日，全国累计签订大
系卷本委托编纂项目合作协议375卷，其中已
正式出版 62 卷。“第一阶段的目标是 600 至
700 卷，还有一批 200 卷左右的‘民族语文
卷’要启动，少数民族语文是口口相传的少数
民族民间文学的记录，我们将其翻译成汉文来
出版。还有数据库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
公开化、社会化、公益化。”对于大系出版工
程将要做的工作，邱运华条分缕析。除此，必
不可少的还有社会宣传，比如推动中华民族史
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的演唱
活动，民间文学故事演讲等。“不仅说传统故
事，还说新故事，不仅有传统的山川地貌、人
文风情的传说，还有东北抗联等红色故事等。
通过社会宣传，民间文学的艺术种类和内容都
得到了有力传播。”邱运华说。

深入民间 助力民间文艺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艺的发展确实有
些曲折。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城市的崛
起，民间文艺面临着很大危机，这也是冯骥才
先生提出抢救保护全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原
因。”因为民间文艺的特性，邱运华长年行走

于民间，考察民间文艺生存现状。以民间戏曲
为例，有人统计每年有100种左右的民间戏曲
消失，这一数据令他震惊。“从民间文艺的整
个业态来看，有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的，也有
发展得生机蓬勃的。前者在和农耕时代告别
后，其生活的社会土壤削弱或消失，失去滋
养，便逐渐离开了我们。后者则是和时代生活
相伴而行，发展势头良好。”邱运华说。

邱运华走过很多地方，有遗憾，也有欣
喜。在甘肃省庆阳市一个曾盛产皮影戏的县
城，他发现皮影戏产业发展式微、传承人开始
断层；在陕西省榆林市，他看到曾经在新文艺
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贡献的说唱艺术业态惨淡
……即使后来做了很多相关抢救工作，但仍有
很多东西遗失，这令他遗憾不已。同时，他欣
喜于看到部分民间文艺在赋能乡村振兴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像安吉白茶，他们把产业业态
和茶文化研究相结合；江苏苏绣和红木雕刻在
赋能乡村振兴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当地还专门
召开专题研讨；河北省蔚县剪纸是当地支柱产
业之一，促进当地百姓致富同时，也在原有传
统技艺基础上又有所传承与创新，深受启发。”

到民族地区调研，是邱运华考察研究民间
文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
结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在内蒙古自
治区，当地剪纸艺术给他留下深刻感触，“当

地有一批优秀的剪纸艺术家，围绕促进民族团
结主题进行精彩创作，看他们的作品展览，能
深切感受到他们的创作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作
品主题与新时代要求紧密相扣，即使体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创作，也能做到在艺术表
现形式上不守旧，同时还借鉴其他艺术风格、
技法，对于传承传播民间文艺起到很好的促进
作用。”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邱运华看
到当地唐卡艺术家们，将藏族文化与当代生活
主题相结合，尽情展现着藏族人民精神生活的
新面貌。他清晰地记得，其中有一位叫着着的
唐卡艺术家，其唐卡作品在传承传统绘画技艺
基础上，融入中国画、油画等技艺，彰显民族
团结主题，画风让人耳目一新，其作品《南丝
路一带缘，藏汉人一家亲》曾获得第十三届民
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放眼世界 用民间文艺讲好中国故事

“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
人类。”对于如何展示中华文明魅力、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深化文明交流互鉴，邱运
华认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土壤
的民间文艺，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先天优
势。他分析说，民间文艺与中华文明相伴相
生，同时具有亲和力，是日常生活方式本身，

它的性质、内容和形式，可不依赖任何媒介而
使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民间文艺还是各民
族向世界宣传自身文化的共同传播手段和路
径，耳熟能详的各国文化首先是民族民间文化。

“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是中国
民协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要工作。邱运华说，依托这一工程，多年来
始终连续不断地在做“一带一路”的民间文化
探源工作，既把国内民间文化的“带”和

“路”联系起来，也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之间的民间文化串联起来。

邱运华侃侃而谈：“闯关东的民间文化，
是中原文化和东北文化的交流；大运河的民间
文化，是中原内部南北文化的交流。结合新时
代的要求，我们针对大湾区的民间文化有一个
北部湾叙事，包括滨海民俗、海岛民歌等，曾
组织专家学者对大湾区的民间文化做过一次大
型调研，并形成了系列成果。”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研究范畴，从辽
宁、吉林、黑龙江，延续到俄罗斯部分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研究范畴，包括张家
口、内蒙古，延续到蒙古国、俄罗斯等部分地
区。阿凡提的故事研究范畴，从新疆一直延
续到中亚一些国家与地区。八闽文化研究范
畴，从福建、台湾延续到东南亚一些国家与
地区。这一工程勾连起延续千年的中华文明
和其他相关地区的文明发展业态，对促进文
化交流文明互鉴发挥着重要作用。”邱运华娓
娓道来。

新时代为民间文艺提供了传承、发展与传
播的好契机，可谓正是山花烂漫时。邱运华坦
言，“民间文艺涉及的类型和它扎根的土壤，
是各民族各地区百姓所熟悉并深感亲切的，具
有很大公约性。因此，建议在海外举办一系列
优秀传统文化特色项目展览、展示、表演及学
术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现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
源远流长，以及各民族文化杰出传承人的崭新
形象和新时代风采，为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作
出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
持久的文化力量。”

正是山花烂漫时
——邱运华委员谈民间文艺传承、发展与传播

本报记者 张丽

行走于民间最基层，团结和联络
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民间文
艺的抢救、保护、传承、研究工作，
是邱运华委员目前在做的事。在此之
前，他在高校始终从事俄苏文论研
究。这让他既有脚踏实地的深厚根
基，又有仰望星空的世界视野。

问及近期要做的事，邱运华说，
重点依然是继续主持“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出版工程”的编纂工作，逐步推
出新成果。他说，这是列入中央部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重大项目，意义重大，对增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要提高，还要普及。邱运华的另
外一项重点工作便是积极推动包括丰
收节和少数民族节日在内的传统节日
的宣传和整理，让中华节日文化深入
人心，使人们快快乐乐地过中国节。

此外，邱运华今年“两会”的提
案，还有结合民间文化的特性，建议
加强推动民间文化主讲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

总之，他一直前行于探寻民间文
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他说，他忙并
快乐着。“这些都是漫长而持久的工
作，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理应肩负起新时代的新的文化使命，
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作出自己的努力。”邱运华说。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本报记者 张丽

图①：邱运华委员 （右二）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组织葫芦文化节

暨丰收节活动。

图②：邱运华委员 （右一） 在京西皮影戏基地部署 《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皮影戏卷本整理工作。

图③：2022 年，中国民协“我们的节日·丰收节”活动在黑

龙江省的八五八农场举行，此图为开镰仪式。

▲邱运华委员 （前排右二） 在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夏布体验村调研夏布编制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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