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率先出台一系列闽南文化非遗相关规
章制度，开展普查记录，加大理论研究，不
断完善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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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
传播普及力度，组织丰富多彩的非遗宣
传展示活动，促进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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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系列珍藏特刊

厦门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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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蝶变

加大传播普及力度
当代价值魅力彰显
厦门非遗紧抓机遇勇担使命，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探索非遗传承新路径、新形式。
南音、厦门漆线雕、惠和影雕等项目在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闪耀全世
界。在与台港澳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地区闽南文化交流、厦门市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四十周年情景音诗画文艺晚会以及中国
电影金鸡奖和百花电影节开闭幕式等大型
重要活动中，大量闽南文化非遗登台亮相，
大放异彩。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今年的两
大非遗重点展示宣传活动——“闽南文化非
遗周”闽南非遗精品联展暨传统文化创新
展、厦漳泉非遗大市集，也将于11月底在厦
门举办。

同时，厦门统筹发挥政府部门、高校、企
业、社团和个人等各界力量，共同推进非遗
保护传承，打造海峡两岸闽南话原创歌曲歌
手大赛、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厦门文化遗
产IP创新大赛、闽南文化走透透、厦门市南
音比赛和郑成功文化节、保生慈济文化节、
福德文化节、龙舟文化节、孔子文化节、闽台
宋江阵文化节等一批特色非遗传承及对台
文化交流品牌；推动文旅融合，鼓励非遗项
目进行旅游开发，将闽南文化旅游纳入全域
旅游专项规划、乡村振兴，发挥市场力量，开
发影雕、香道、锡雕等课程培训、研学和非遗
技艺体验文化旅游项目。

非遗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厦
门注重对非遗的广泛宣传和推广，创新数字
化现代化技术手段，探索非遗云直播、厦门
市青少年讲古电视大赛等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传承模式，拓展服务形式；联合媒体加大
宣传，利用新媒体平台的搭建和数字资源的
建设，打造“云游厦门”线上宣传专栏，推出

“闽南文化之旅”“致敬厦门非遗守艺人”等
多个栏目，开发“ai说闽南话”App。今年，
高甲戏《阿搭嫂》入选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
电影工程并完成拍摄，成为厦门市第一部戏
曲电影。

非遗代表性项目
176项

近日，市政府公布19项第六批市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至此，厦门各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达176项。包括国家
级15项（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南音、送王船2项）、省级47项、市级
48项、区级66项。2013年以来，新增
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60个，新晋国家
级或者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8 个。
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厦门珠绣、惠
安石雕（影雕）、民间信俗（延平郡王信
俗）等先后晋升为第四批、第五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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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著名的侨乡和闽南文化发
源地之一，传承和发展了闽南在历史
长河中所孕育的丰富非遗。这些非
遗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
其他区域文化相区别的重要元素，是
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在海
峡两岸以及东南亚广泛传播，是构建
厦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
力量，成为文化产业、文旅融合、两岸

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厦门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
针，以人民为中心，以闽南文化生态
保护区建设为整体，保护非遗传承能
力、传承实践、传承环境和传承成果，

扎实推进厦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非
遗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的工作格局更加生动有力，全社
会保护闽南文化的共识和行动更加
巩固，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
用更加凸显，对延续历史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助力
厦门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和“文化中心、艺术
之城、音乐之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厦门注重非遗保护传承体系的
建设，不断完善代表性项目和代表
性传承人制度。截至目前，厦门共
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76个，被
命名的代表性传承人373名。值得
一提的是，2020年 12月 17日，“送
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
的仪式及相关实践”成功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为厦门再添一张世界
级文化名片。这是我国第一次与

“海丝”沿线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探索出跨
国联合申遗的厦门案例，中国海洋
文化蓝皮书《2021中国海洋文化报
告》将其列为2020年中国海洋文化
第一件大事，称其为“中国海洋文化
国际合作卓有成效的探索”。同样，
厦门一贯支持台胞参与我市非遗保
护和闽南文化保护发展工作，现有
卓圣翔、林素梅、罗纯祯、陈雯、吴腾
达、蔡金安6位在厦台胞被命名为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厦门市先后出台《厦门经济特

区闽南文化保护发展办法》《厦门市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办法》《厦
门市传承发展传统戏曲实施意见》
《厦门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建
设一批传承机构和设施，切实扛起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主体责
任，为闽南文化非遗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提供政策、环境、人才等支
持，让更多闽南文化元素被看见、被
喜爱。

厦门积极推动形成有利于闽南
文化非遗保护发展的语言环境，常年
举办闽南方言与文化进课堂、非遗夏
令营等传承活动；开展系统理论研究
和教学科研工作，出版《闽南方言与
文化》乡土教材及教师参考用书等；
组织开展闽南话师资培训，进行闽南
话水平测试员资格培训班和等级测
试；先后确定、评选出一批厦门市闽
南方言与文化进校园教育特色校、试

点校；定期举办全市读册歌广播电视
大赛、校园闽南文化艺术展演等活
动；在公共场所和车厢中使用普通
话、闽南话双语播报；打造闽南话新
闻、戏曲、专题片、动画片、电视剧等
丰富多样的闽南方言传播载体。

厦门注重非遗保护工作队伍能
力和传承人技能艺能的提升，加强理
论研究，注重经验提炼，举办文化论
坛，促进交流合作，重视传统传承方

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拓宽人才
培养渠道，建设传承梯队，发挥各保
护单位主体性作用，帮助传承人建立
传习场所或个人工作室，壮大传承队
伍。十年间，我市涌现大量闽南非遗
作品、精品，一大批非遗传承人在各
类赛事中获奖，或受到各级党委、政
府、系统表彰，起到积极的示范引领
作用，厦门非遗保护传承活力不断增
强。

健全保护传承体系
非遗保护规范有效

提高保护传承水平
传承活力不断增强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73名

至今获命名的厦门各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共373名，其中国家级13名、
省级72名、市级109 名、区级179名。
健在的 349 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
18-45 岁（青年）为 99 人、占 28.4%；
46-69岁（中年）为183人、占52.4%；69
岁及以上（老年）为 67 人、占 19.2%。
男性为 221 人、占 63.32%；女性为 128
人、占 36.68%。十年来，新增命名 82
位市级、179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38
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晋升为省级；陈
和永、吴晶晶、范寿春等3位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晋升为国家级。

2020年12月22日，中马送王船联合申遗成功暨闽南
海洋历史文化论坛开幕。图为“送王船”活动现场。

▲6月10日，厦门市2022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启动仪式
现场。

▶2022 年 6
月3日，中国
台湾籍非遗
代表性传承
人卓圣翔、罗
纯祯参加“我
们的节日·端
午节”闽台文
化交流巡展
深田专场。

▲2016年10月25日，海峡两岸民间艺术
节期间，厦门市南乐团赴金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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