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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探究
——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

张鹏(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珍贵而独有的资源，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不仅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传承和发展，还可以帮助区域经济走向蓝海，摆脱区域间文化产业发展

同质化的恶性竞争。本文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探究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式，促使舟山群岛新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产业的浪潮中脱颖而出，为舟山群岛新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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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的文化产业都呈现出了空前的

活力，一大批文化产业园区涌现，大量资本涌入

文化产业，但是各地均出现了文化产业规模小、

效益低、同质化严重的现象。舟山地区在发展文

化产业时，也遇到了同样的瓶颈。与其他地区相

比，舟山海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堪称文化

底蕴深厚，发展特色海洋文化产业有着较好的基

础，但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舟山遇到了产业化

过程中的典型问题：大众接受认可程度低，单纯

的静态保护与有限的财政拨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

没有展现出它应有的魅力。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地所独有的、具有不

可复制性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各地发展特色

文化产业的源泉n，，在前人的实践与研究中，人们

都忽略了海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问题，

存在空白领域。舟山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

的产业化条件，作为国家级新区，优惠的政策条

件和开放的外部环境，都有利于舟山摸索出一条

具有示范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道路。

一、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舟山群岛新区典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

富。目前，已经有5个项目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9个项目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22个项目被列入浙江省民族民间

艺术保护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共有文物保

护单位109处，其中国家级3处、省级5处；命名了

6个“舟山市民族民间艺术之乡”和lo个“民间名

艺人”(见表1)。并且同全国范围内其他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比，舟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海

洋性，例如观音传说、渔民号子、祭海大典、岑

氏木船等均独具特色，富有海洋风情。这在以农

耕为主要文化特色的中国是少见的，在海洋强国

战略的召唤下，舟山群岛新区各界均下决心大力

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以

上宝贵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也没有达到预

期的保护效果，因此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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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宣传与产业化进程亟待改善，本文旨在探

究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新模

式，以便解决以上的问题。

象普陀》就主要演绎了普陀的地方信仰一观音文
化；舟山著名特产之—就是普陀佛茶，同样包含了

观音传说的内涵；岑氏木船作坊的代表作“不肯去

表1舟山群岛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民间音乐 舟山锣鼓、舟山渔民号子 舟山锣鼓、舟山渔民号子、舟山渔歌、舟山佛教音乐

民间文学 观音传说 观音传说 观音传说、舟山鱼类故事、舟山渔业谚语

民间曲艺 瀚州走书

民间舞蹈 跳蚤会、马灯舞、打莲湘

民俗 渔民谢洋节 岱山县的祭海 祭海

民间美术 舟山渔民画、临城剪纸

曲艺、戏剧 定海区的瀚州走书 布袋木偶戏

岑氏木船作坊、渔用绳索结
传统手工技艺 传统木船制造技艺 渔网结、造船工艺、海盐制作工艺

编织技艺

(二)舟山群岛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1、海洋性

遍观舟山群岛新区的国家级、省级、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离不开“海洋”两字。民间

音乐、舞蹈、文学、曲艺、美术、传统手工、民

俗等，都与当地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完全脱胎于

海洋生活，来自于日常的生产生活，是舟山几千

年海洋渔业文化的综合提炼。因为临海，所以船

多，造船技艺精湛，古时船上设施不完善，勤劳

智慧的舟山先民便运用锣鼓、劳动号子等形式，

进行海上捕捞，由于大海喜怒无常，变化多端，

渔民生命常常受到威胁，所以多信佛教，观音传

说盛行。

2、脆弱性

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不仅来源于实物

载体、传承人物的减少，还在于其不同于农耕文化

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承载的范围较为狭小、受众

面小。如传统木船制作技艺最初来源于舟船制作，

当金属船舶用于渔业捕捞和海洋运输后，木船制作

技艺就失去了根基；再如舟山渔民号子源于以前木

船需要手工操作，通过号子来调节情绪，当引进先

进的捕捞技术后，渔民号子同样失去了生存的基

础，只能作为一种舞台表现艺术存在。

3、兼容性

现在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常以符号等抽

象的形式出现，这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的产

业有着较好的相容性。例如大型山水实景表演《印

观音号”则再现了观音不肯东渡的故事场景，以上

例子都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与物质实体相融

合，二者并行不悖，可以相互促进。

4、传播性

每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独特的

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一起糅合而成，舟山

群岛新区其纯粹的海洋性很难被模仿。所以说，

以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区域特色文化，

就是舟山作为一个千岛之城，发展旅游业的核心

竞争力，独一无二的东西总是具有极高的传播价

值。从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来看，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特色明显，种类齐全，并且对非本地人群有着

足够的吸引力，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也就同时具

备了足够的传播动力。【21

5、变异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

空间。隅1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舟

山渔民号子，传统木船制造技艺等在以前都是舟

山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到了现在，他们

逐渐脱离了生产劳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经常

以民俗艺术等形式出现，呈现出不断的变化与发

展态势，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其进行静态的保

护，而且应该不断地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增添时代的意义。

6、产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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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在旅

游、休闲、养生等领域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趋

势，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需要受到保护，但单纯

的保护会给地方和传承者带来沉重的负担，产业

化已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优选方案，并且在实

际的操作中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41既为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资金，减轻了各方的负担，也

可以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为丰富群众精

神生活提供精品文化。

二、菲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动力源头及存

在的同囊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动力源头

l、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目前舟山群岛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以政府财政拨款静态保护为主，如舟山对观音传

说、渔民号子、木船制作技艺、瀚洲走书、海鲜

加工等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较为完善的整

理收集和记录。但是这远远不够，首先政府拨款

有限，只能维持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与

弘扬和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尚有差距。其

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变异性，有活力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要靠一代代人去弘扬与传承的，但是

捉襟见肘的经费，与当下群众生活脱节的现实，

使得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入寥寥无几，

如渔民号子这种艺术形式就很难在当下的社会中

找到传承者，只有为数寥寥的老渔民还掌握着这

门技艺，其他知名度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

众参与性就更低了。

2、政策支持

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是国家一项做深做强海洋

经济的战略决策。在具体政策上，国家级、省级

层面上有众多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倾斜，为了鼓励

舟山群岛新区企业成长，政府部门设立了专项的

基金，培育小微型企业，带动社会资金流向舟山

群岛新区。

3、资源丰富

舟山群岛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只需要经过合理规划与包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

10

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舟山群岛新区

应整合整个地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

一种集团化的形式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形成区

域整体产业形象，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宣传，重

点打造区域产业特色形象。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1、缺乏产业化经验

舟山群岛新区虽然近邻上海、杭州等文化

产业发展较快的城市，但由于其发展重点一直是

海洋渔业、海洋运输和船舶制造业，以及海洋港

口建设及运输业，这就导致了舟山群岛新区的文

化产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据舟山群岛新区文广

局统计，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传说类作

品、地方曲艺、民问歌舞表演、沿海风俗礼仪节

庆、渔民美术音乐及乐器和与海洋生活相关的传

统手工艺技能主要依靠文化产业来传播、推广，

有的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所以

说，文化产业相关行业基础的薄弱与缺乏相关建

设经验，无疑是舟山群岛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产业化道路的一大瓶颈。

2、经营主体单一化

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工作主

要由政府部门包办，以其中的国家级和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例：民间音乐的开发主体是各级文

化馆，他们专门制作了舟山锣鼓、渔工号子、渝

州走书等歌舞和语言类节目，并参加各类竞赛和

表演活动，但是并没有将其转化为盈利性歌舞表

演；观音传说被开发为“印象普陀”大型实景演

出，公司为全资国有企业；谢洋节被作为“舟山

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的重要节目表演。

3、认识程度不足

普通公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还停留

在保护的层面，而且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

乏认知，他们只知道要保护文化，但是不知道需

要保护哪些文化。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很难吸引入的注意力，另

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以及由语言差

异带来的鸿沟，又会使外地人难以欣赏，所以才

会极大地制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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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舟山群岛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措施

(一)形式多样化。适度产业化

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

核，就更应该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化的过

程中要保持一定的纯洁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数千年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民俗艺术能够深

深打动人、触动人的情感。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普通商品的区别性，也使其更容易受到普通大

众的诟病，认为铜臭味玷污了文化的纯洁性，从

而为人们不齿。商家的过度商业化与欺诈性经营

都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致命的伤害，因此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种半公益的形式出现会使人

们更容易接受。

(二)深入挖掘内需

通过身份辨别，给予本省游客旅游优惠，或

者通过各种方式分发旅游消费代金券，刺激旅游

文化类消费，已经成为除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之后，另一种拉动内需的有效方法。此类活动的

进行既可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

幸福指数，又可以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健康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

旅游购物是旅游发展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地方

旅游发展从数量竞争转变为质量竞争的核心要

素。舟山旅游发展如果融入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涵，则可以通过提供新颖、异质的旅游商品吸

引游客购买，增加当地旅游收入。

(三)积极引进文化产业高级人才

利用地缘优势，花大力气从上海、杭州等文

化产业发展状况较好的城市引进文化产业高级人

才，人才的引进不仅可以解决当地缺乏发展相关

文化产业的经验，也可以从源头上改善舟山群岛

新区文化产业薄弱的现状。努力解决相关人才的

落户、子女上学、住房等实际生活难题，为他们

解决后顾之忧，以达到长久留住人才的目的。

(四)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覆盖度

目前舟山群岛新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

传还处于初期，主要在新区内部进行宣传，并没有

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知名度。根据调查整理，舟山

群岛新区的信息，主要出现在官方网站和专业网站

中，主要有：舟山群岛新区官网、大海网、百度旅

游网、途牛网、舟山旅游网等。而在本地的宣传

中，可以借助于舟山群岛新区的所有港口、码头、

车船、机场等窗口单位以及各种客运交通工具，通

过电子屏幕显示、播放声像资料等形式，向进出舟

山的客人宣传舟山城市形象宣传语。

以公益宣传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而宣传舟山群岛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人们来舟山休闲、养生、旅

游，感受纯正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拉动

当地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获取

的资金应当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充足的资金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好的保护。胪1根据浙江省

旅游局统计，在来浙的游客当中，港澳台同胞占

了很大的比例。舟山群岛新区可以在港澳台等地

区大力开展旅游推介会，提升在以上地区的知名

度与美誉度，吸引港澳台地区的游客。根据旅游

半径与成本的原理，舟山地处出海IZl，有天然良

港，与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密切的接触，应

该利用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将舟山群

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亚洲，走向世界，

做拓展经济交流合作的开路先锋。

I责任编辑：张伟l

参考文献

[1]李昕．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产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7)．

[2]黄海波，詹向红．传播学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媒介建构——以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卟江淮论坛，

2011(02)．

[3]梁笑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播与城市文化格调的提升——以重庆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为例U]．艺术百家，

2010(03)．

[4】辛儒，吕静．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开发和利用——以河北省为例Ⅱ】．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06)．

[5]刘琼．中国文化遗产传播曲线变化：由被动传播到主动传播町．艺术评论，2012(08)．

万方数据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探究——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
作者： 张鹏

作者单位： 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刊名：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ichuan provincial correspondence institute for administrators

年，卷(期)： 2015(1)

  

 

引用本文格式：张鹏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探究——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期刊论文]-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2015(1)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sgbhsxyxb201501002.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b9%8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5%99%e6%b1%9f%e4%bc%a0%e5%aa%92%e5%ad%a6%e9%99%a2%e7%ae%a1%e7%90%86%e5%ad%a6%e9%99%a2+%e6%b5%99%e6%b1%9f%e6%9d%ad%e5%b7%9e+310018%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sgbhsxyx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sgbhsx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b9%8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sgbhsxyxb20150100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sgbhsxyxb.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