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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23 日，以“人民的非遗 人民

共享”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浙江·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在绍兴柯桥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这场盛会不仅是对当下非遗文化的

集中展示，更是十六年来非遗博览会发展历

程的精彩缩影，见证了非遗传承与弘扬之路

的坚实步伐。

非遗华彩十六载

追溯往昔，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会自萌芽之初，便肩负着传承与保护浙

江丰富非遗宝藏的重任。首届博览会举

办之时，虽略显青涩，规模有限且主要围

绕省内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展开展

示，但它恰似一颗文化的火种，悄然点燃了

人们对非遗的关注热情，在浙江这片文化底

蕴深厚的土地上，播撒下了非遗保护与传承

的希望之种。

随着岁月的流转，非遗博览会在社会各

界的呵护与政策春风的吹拂下茁壮成长。

每一届都在前作的基础上精心雕琢，不断拓

展自身的边界与内涵。参展项目如繁星汇

聚，数量与种类日益丰富，从古老的传统技

艺到独特的民俗文化，从精美的民间美术到

手口相传的传统表演艺术，涵盖了非遗的各

个领域，全方位地展示着浙江非遗资源的博

大精深。

在地域合作方面，博览会的影响力逐渐

跨越省界，从最初的浙江本土非遗项目独领

风骚，逐步发展为多省联动、协同展示的文

化交流大平台。不同省份各具特色的非遗

项目在这里汇聚一堂，如同一场文化的盛

宴，各地的技艺、民俗相互辉映，让观众在一

方天地中领略到中华大地多元文化的独特

魅力与交融之美。

展示形式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与

创新之旅。从早期较为单一的静态展览，逐

步演变为动静结合、丰富多彩的多元呈现模

式。现场技艺演示让观众能够亲眼目睹非

遗传承人手中的神奇技艺，感受传统文化

在指尖流淌的魅力；互动体验环节更是拉

近了民众与非遗的距离，让人们不再是旁

观者，而是能够亲身参与其中，亲手触摸非

遗的温度，学习传统技艺的精髓；文化讲

座、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的加入，则为非

遗的传承与研究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与思想

的碰撞空间，促进了非遗保护理念的不断

更新与发展。

精彩源自探索与创新

本次博览会规模空前，展览面积 2.6 万平

方米，参展单位数量逾千家，如同一座非遗文

化的大观园，收纳了 9 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名

录项目传世佳作以及 300 余项省级非遗项

目。现场精心布局的十三大展区各有千秋，

宛如十三条文化的溪流，汇聚成非遗文化的

浩瀚江河。

其中，“八方荟萃—各地方展区”集中展

示了浙江各地以及来自安徽、四川、青海、云

南等兄弟省份的特色非遗项目，观众漫步其

间，仿若穿梭于中华大地的文化长廊，领略着

不同地域风情孕育出的独特非遗魅力。“草本

仁心—传统医药展区”内，近 50 家省内国家

级和省级中医药代表性项目齐聚，老中医现

场坐堂义诊，望闻问切之间，传承千年的中医

智慧得以彰显，让人们深刻体会到传统医药

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盛世问茶

—茶文化展区”则弥漫着悠悠茶香，从古老的

制茶工艺展示到精美的茶具陈列，再到茶艺

表演的优雅呈现，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华茶文

化的深邃内涵与独特韵味。

本届博览会，十大非遗共享内容更是一

大亮点。省市非遗共享打破地域界限，让观

众在欣赏浙江本土非遗精华的同时，也能感

受其他省份非遗的别样风情，促进了区域间

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传统医药共享为民众提

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传统中医的窗口，使古

老的医术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传统美食共享区域则是烟火缭绕、香气四

溢，50 多家非遗美食项目与 20 多个地方著

名特色小吃竞相争艳，现场制作的热闹场景

与品尝美食的愉悦体验，让观众在舌尖上领

略非遗文化的魅力，感受传统美食背后所承

载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情怀。

此外，婚俗文化主题展区的江南“万工

床”，以其精美的雕刻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寓

意，诉说着往昔江南婚俗的典雅与庄重；汉

服文化体验馆暨传统服饰主题馆内，华服

霓裳摇曳生姿，展示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

的独特魅力与时代风采；浙江文交所数字

非遗展区则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为非遗文

化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通过虚拟现实、数

字影像等技术，让观众以全新的视角领略

非遗的魅力，开启了非遗传承与创新的新

篇章。

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非遗文化

的魅力，博览会还特别设立了非遗共享体验

区。在这里，观众可以亲自上手体验“绍兴

花雕制作工艺”，在酒坛上绘制精美的图案，

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细腻与匠心；也可以操控

“提线木偶”，让手中的丝线赋予木偶鲜活的

生命力，领略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而

百姓非遗大舞台上，21 个专场演出轮番上

演，近百个精彩纷呈的非遗精品节目一一呈

现，从激昂的民间锣鼓到悠扬的传统戏曲，

从灵动的民间舞蹈到精湛的杂技表演，一场

场视听盛宴让观众目不暇接，沉浸在非遗文

化的欢乐海洋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博览会在推动非遗

产业化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与创新实

践。首届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精品拍卖会

的举办，为非遗项目与市场搭建了一座桥

梁，众多精美的非遗工艺品在拍卖会上亮

相，吸引了众多收藏爱好者与投资者的目

光，这不仅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资金支持

渠道，也为非遗产业的市场化运作开辟了新

的路径。

同时，博览会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配套活动，如盛大的开幕式，以一场精彩

绝伦的文艺表演拉开了博览会的序幕，展示

了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完美融合；闭幕式

暨颁奖仪式则对在博览会期间表现出色的

参展单位、非遗传承人和优秀作品进行了表

彰，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于非遗保护与传承事

业；非遗直播间的设立，更是借助新媒体的

力量，将博览会的精彩瞬间传递到了千家万

户，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也能通过网络感

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进一步扩大了博览会

的影响力与传播范围。

第十六届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浙江非遗保护与传

承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对未来非遗发展方向的一次积极探索与展望。它让广

大民众在共享非遗保护成果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无穷

魅力，也为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相信在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非遗文化必将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