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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家孙犁以散文集《白洋淀纪事》、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为代表作，确立了他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奠基人的地位。与他的作家生涯相伴的，是他丰富多彩的读书

生活。

孙犁一生对书“珍如拱璧”。他嗜书如命，幼年时就养成了读书、爱书的好习惯。孙犁在

上小学时就很爱惜书，学会了给书包封皮，这个习惯伴随他一生，而且，到了晚年还创造出一

种新的文体——“书衣文”。他晚年出版的《书林秋草》《书衣文录》和《耕堂读书记》，读来令

人颇受启发。他的这些“书衣文”，内容丰富、自由随意、精短隽永，或为读书札记，或记述他

的读书生涯与读书乐趣，深受读者喜爱。阎庆生教授评论说：“这是孙犁在荆天棘地中为自

己开辟的一条可致幽远、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

独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孙犁晚年集中心思读了不少书，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孙犁曾说：“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

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我觉得是至上的愉悦。”（《装书小记》）1974年4月，孙犁在包《西游记》的书皮上写过一则《书

箴》，可以看作是他的读书宣言：“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

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这“四勿一

高”，是孙犁长期读书生涯的经验总结。

孙犁读书、爱书、惜书、包装书的习惯一直没有变。一有空闲，他就会整理自己那些心爱

的书。在1978年春写的《装书小记》中，他深情记述了对茅盾新版《子夜》包装的经历：“最

近，《人民文学》编辑部赠送我一本新版的《子夜》，我就利用原来的纸封，给它包上新的书

皮。这是童年读书时期养成的一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一直没有改。遇到心爱的书，总得先把

它保护好，然后才看着舒适放心。”对于一些旧书，“我差不多无例外地给它们包裹了新装，也

是利用一些旧封套，这些工作，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因为，“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

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这种专心致志地修补破旧书的过程，就和妇女们“织毛活、补旧衣一

样，确实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工作。”

孙犁读书广泛驳杂。作为一名作家，他主张“多读一些历史书，不要总读文学书”。除古

典文学、中国史书外，诸如农桑畜牧花卉、金石美术图画书也都读。虽读书范围广泛，但对读

什么书、怎样读书，孙犁有自己明确的主张。他主张读书要有基本的原则，要精选，读有用的

书，“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不了多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他称：“平生读书

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同时，他还坚守读书的原则，“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

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光”。孙犁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有没有文化，不是看他读了什么

书，而是看他建树了多少文化，给文化积累增加了多少新的内容。

孙犁晚年出版的经典作品《耕堂劫后十种》就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孙犁把整理书籍看成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工作”。因此，在与友人的书信里，孙犁也不

忘把自己读书、惜书的乐趣拿出来分享。他1994年1月20日致信卫建民：“我近来的工作是：每天站在书柜前，观察

包扎旧书的报纸，如有太脏太旧，则取出重新包装之。”那种乐此不疲的愉快心情溢于言表。对于书顶变黑，孙犁也

有独门绝技加以整治，“铅印平装或精装，立着放久了，书顶即变黑，整治之法：用细砂纸打磨之，就干净多了。我近

用此法，整修商务旧版书多种，颇为得意，也证明我爱书之情，至死不渝了”。（《曲终集》）

读书，包装残破的书，给了孙犁无穷的精神力量，使他成了“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的著名藏书家。他的“书

衣文”是真正的书话，不仅仅记录着他读书的“心情行迹”，更多的是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品评，是一部部真切动人、博

杂独特、启人心智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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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丽多姿，源远流长。

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踏实前行，任重道远。

这是一个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创造历程。

对此，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孙桂林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独特

的理解。

从2006年开始，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都拟定

一个主题。那么，如何理解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非物

质文化遗产，如何以其美好的姿态，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今年设立17年，每年确立

的主题都具有针对性。或强化保护理念，或提供保护路

径，或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具

有指导意义。2016年“文化遗产日”的时候曾明确提出

了“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口号，今年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又着重强化“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

彩”主题，可见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是非遗活态保护和传

承的根本路径。而提出这一口号和强化这一主题说明

两点：一是大家有了一个基本共识，只有融入现代生活，

才能激活传统、让传统发挥现实作用。第二，说明了在

融合上做得还不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还要寻找更为

熨帖的方式。

那么，非遗如何很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孙桂林认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非遗属性的认知，和

对这种认知的坚守上。

“非遗是什么”？尽管非遗项目类别复杂，但是非遗具

有统一属性。非遗保护就是以释放项目的文化价值来实

现其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越高，经济附加值越

大，精神价值越厚重，项目传承越恒久。

基于多年的非遗保护实践，孙桂林说，比如我们可以

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草编项目生产中，但如果没有规

范的传承，不仅技艺得不到延续，文化价值和文化个性也

可能消蚀殆尽。一项技艺衍生品的文化价值稀释掉了、个

性消失了，经济价值也不复存在。所以说，激活非物质文

化遗产，产业化、市场化仅仅是非遗保护与传承某一环节

上可以选择的手段，且前提是不能以稀释文化价值为代

价，做透支开发和短期消费，否则与我们非遗保护的初衷

南辕北辙。

这就过渡到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层面。如果以商

品的概念来定义非遗，那么这些农耕时代的产品、手艺，

是不是网络时代所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说，一些非遗衍

生品因为没有高科技产品那么便捷、那么多功能，慢慢

是否会变得不需要？但是它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享受

和个性化生活引领功能却可以穿越时空，从农耕时代直

达网络时代，为现代人所接受、共享并成为创造新生活

的动力。

有了认知上的共识，才会根据各地人文习俗，寻求打

开和融入现代生活的路径和方式。

非遗保护工作者对非遗属性应有统一的认知和坚

守，非遗传承人也应对非遗属性和自身的传承有更深的

体验与顿悟。在此，孙桂林特别提到了当年林徽因抢救

景泰蓝的一段经历——在目睹了北京景泰蓝被丢在古董

市场一角无人问津的境况后，林徽因以敦煌飞天图案“试

水”，让古老的工艺获得新生。后来她在《景泰蓝新图样

设计工作一年总结》中写道：“……图样方面的循规蹈矩，

师守成法，偏向无原则的繁琐工巧。工匠师傅们虽然尽

了最大的努力制作出一些重要精致工细的作品，但是他

们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创造力……它们必须是民

族的，而重要的是它们必须是今天的。”（转引自林彬《林

徽因传》）

林徽因的这段经历，足以让我们对非遗保护和传承有

更深入的理解。

不少非遗项目常常在偏僻的乡村保存着完整的形态，

那么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如何并行不悖、比翼齐

飞？

“从长远眼光来看，城镇化要具有竞争力，避免同质

化，保护和传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不可替代的

优势。”孙桂林说，“同样，非遗要走进当下生活并活态传承

下去，城镇化发展不应成为无解的障碍，而应视为释放活

力的机遇。关键是两者如何达成共识，并从中找到并行不

悖、比翼齐飞的起点和路径。”

在非遗保护形成全社会共识的今天，通过20年的挖

掘、整理、论证和四级名录体系建设，我省非遗家底基本摸

清。那么如何描述我省非遗的创造历程？

如果要列举21世纪全球范围内重大的文化事件，毫无

疑问，由政府推动、民众参与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一定占据显赫位置。从2001年算起，我国大规模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运行了20年。从文化主管部

门的推动、相关专家介入，到民众由陌生到熟悉再到热情

参与，以及多方面实践，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神

秘，它的历史创造和现实存在，业已在民众头脑中得以有

效衔接。非遗就在身边，“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等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和传承

路径及方式的认定奠定了基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

保护提供了可能。

经过这 20 年四级名录体系的建立和本省五批项

目筛选、国家六批项目申报，我省非遗的大部分家底

已经浮出水面。现有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55 项，省级

代表性项目 433 项，市、县级代表项目 2000 多项。能

够在“移植”和“冲击”中绽放和传承的文化是强大的，

所以尽管与项目数量庞大的省份相比，我省非遗体量

不大，但特色鲜明。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项目

所占比重较大，呈现出既有民族个性，又有不同民族

文化融合的共性；不仅类别齐全，也包括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应有形态。

那么这些非遗项目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

穿越岁月的磨蚀传承至今的？孙桂林动情地说，吉林

省非遗的创造历程是否可以这样描述：闯关东移民的

涌入，蒙古族的放垦，一些少数民族的迁入以及流人的

落脚，使移民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满族文化、

蒙古族文化相融相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民

众在此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艰难创业过程

中，创造并传承着这片土地上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

近些年，随着身边不少食品、用品进入非遗名录，越来

越令人感觉非遗离我们很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何

筛选？如何理解“人人都是非遗创造者”“人人都是非遗传

承人”？

孙桂林感慨地说，非遗保护事业20年，我们都是学习

者和探索者，一点一滴去感悟和领会。在田野调查、资料

辨析和价值论证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把“非物质文化”“非

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这四个概念依次搞清楚，有关“神秘化”和“泛

化”的困惑就释然了，很多问题就容易理解，也能够避免误

解了。

这四个概念，放在一起按顺序排列起来，就是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历程和非遗项目的筛选过程。

疫情期间，不少朋友纷纷晒出自己用不同器具生出

的豆芽菜，用已有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口味炒出的美味的

菜肴……生豆芽菜和炒菜，一定是学来的，这是传承；而

“用不同的器具”和“结合自己的口味”就是传承基础上

的创造了。这种弥漫于生活当中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

发生，这就是“非物质文化”事象。它可能是稍纵即逝

的，不被关注的；也可能作为一种民间技艺，逐渐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而留存下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人人都是非遗创造者”“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

就容易理解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事象的基础上

形成，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形成。它应具有完整形态，不仅流传、延续下来，还具

备一定的规模，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成为某一群体

中的生活方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定

在相同的非遗项目中产生，在同类项目中具有代表性，

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指向，因此列入四级名录

中加以保护。

我省现有两个以非遗项目为主体的省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查干湖文化（前郭尔罗斯）生态保护实验区、朝

鲜族（延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那么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与以往的项目保护有什么不同？

整体性保护是非遗保护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的发明，

是对项目保护方式的提升和完善。也就是说，整体性保

护更注重非遗项目与生存环境的依存关系。不再把物质

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割裂开来，不能把非遗项目

固有的文化形态割裂开来。于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

上日程。

在文化主管部门推动下，在生态区所在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我省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在分

步实施。

整体性保护是一种理念，在此理念引领下的保护和传

承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有所调整。整体性保护除了硬件

设施建设之外，也应包括文化生态区整体文化精神的提

炼。每一个文化生态区不仅是非遗项目得以活态传承，又

能够熔铸一种精神符号，既看得见，又感受得到，并以输出

价值观来扩大文化影响力，风景风情化，公园家园化，那势

必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条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除了保护传承文化的多

样性之外，如何对当下民众的非物质文化创造产生影响？

谈及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除了常态工

作外，下一步还有哪些自选动作时，孙桂林表示，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一代代人按照生活需要和生活理想进行

传承和创造的过程，在挖掘非遗资源、抢救濒危项目、

扩大传承人队伍等保护措施基本完善的基础上，非遗

创造性思维的梳理和研究值得关注。如果说我省的非

遗是在吉林这块土地上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

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面对同样的物质资源，在非遗载

体上，一定有值得总结的属于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的

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的总

结，对于当下和未来新业态的培育、产业结构的布局以

及人力资源的挖掘和人才的使用等等，都会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进行长期的、

认真的、从“纵”到“横”、从“点”到“面”、从理论到实践的多

维思考。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下一步计划开展省内

四级名录项目的价值评估工程，先制订评估标准，然后

分级分类开展项目评估；在对项目进行充分的价值评估

的基础上，制订相应的保护、传承细则，分项指导、分步

实施。同时，为传承人考核和传承人退出机制提供参考

依据。

（本版图片由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吉林非遗：
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创造历程

——与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孙桂林一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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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项目查干淖尔冬捕习俗——祭湖醒网仪式

梁冰 摄

白山松花石雕刻技艺省级传承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

师张涤新作品《铮骨砚》

东北二人转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王忠堂给徒弟传授技艺

人类口头和非遗代表作项目朝鲜族农乐舞（象帽

舞） 梁冰 摄

长白山满族剪纸国家级传承人倪友芝作品

2022年6月11日是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