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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孝义孝义））实验区建设工作综述实验区建设工作综述

全国皮影木偶艺术之乡、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文明城市……一系列荣誉彰显着孝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的现代文明。
近年来，孝义市作为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9县市之一，紧紧围绕“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建

设目标，加大对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强对非遗与旅游、文艺创作等板块的统筹推动，加深对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的系统性
保护，非遗融入百姓生活、助力文旅融合作用日益凸显。

保护：培植文化根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保护非遗，本

质上是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让人们能够以非

遗为钥匙，打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之门。

近年来，孝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

作，将非遗纳入全市总体工作部署，与城乡建设、全域

旅游、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统筹规划、协调推进、融合实施。编制《晋中文

化保护实验区孝义规划》，有效推动了非遗保护与地方

经济、文化、旅游等各方面资源有效整合、协同发展。

市人大、市政协多次组织专题调研和审议，凝聚政府、

企业、社会、团体多方合力，实现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可

持续、高质量推进。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非遗项

目、传承人申报和评定工作；组建孝义市非遗保护中

心，核定财政拨款事业编制 3名；设立孝义市民间艺术

研究中心管理碗碗腔剧团、皮影木偶剧团两个国有控

股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建有孝义皮影木偶博物

馆 1个，财政全额和差额供养人员 126人。指导注册成

立非遗保护与研究类协会 13 个，注册会员近 2000 人，

辐射人次近万人。这些措施的落实，切实强化了对晋

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引领、统筹协

调。

孝义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发挥力量，

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保

护机制。孝义列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累

计投入 2681万元，其中申请上级资金 228万元，市财政

投入 1373万元，社会投入 1080万元。孝义还制定出台

了《文化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非遗传承人传习活动

补助管理办法》《非遗图书编撰补助办法》等规章制度，

严格遵守非遗资金专账核算、专人管理、定期审计等流

程，有力保障了保护区建设。

孝义市推动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抢

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护转变，传承性保护

向生活性保护转变，近年来，编辑出版晋中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孝义非遗丛书 32 种，《孝义三弦书调查与研

究》《孝义碗碗腔唱段选录》等抢救性记录丛书 6种。恢

复非遗传统剧目 28部，包括孝义碗碗腔传统戏《三子争

父》《乞丐与状元》《春江月》《福寿镜》等 11 部；皮影戏

《收五毒》《红灯计》《白蛇传》《年年有鱼》等 12部；木偶

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徐策跑城》《走山》《忠报国》等

5部，其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荣获文化部第七届儿童

剧剧目展演二等奖。

对民间皮影老艺人进行录音、录像整理，恢复最古

老的纸窗皮腔皮影剧本《封神演义》10本、制作《孝义皮

影木偶艺人口述史》《非遗传承人纪录片》等数字化保

护产品 50 个。在市文化馆、三皇庙景区和 6 个市图书

馆总分馆试点单位布局非遗书屋，免费开放 32种非遗

图书阅览和 50个视频剧目观赏服务。

目前，孝义市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0类 63
项，其中：国家级 4项、省级 10项、吕梁市级 17项、孝义市

级 32项；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3人，其中

国家级 5人，省级 23人，市级 71人，孝义市级 104人。

传承：延续历史文脉

接续传承，让非遗“活”起来、“火”起来，孝义市秉

承将非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融入旅游发展、融入现代

文创产业、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理念，不断创

新实践，使非遗保护传承更加高效和精准，使保护区创

建更具内涵与活力。

孝义市以国家级非遗项目孝义皮影、木偶、碗碗腔

和贾家庄汉民族婚俗等为主体，依托国家第三批传统村

落贾家庄、4A级景区三皇庙等场所，逐步打造了集展示、

传习、演艺、体验、产品展销于一体的非遗文化综合体验

平台--孝义市非遗综合传习中心。支持社会资本建成

南曹村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羊羔酒传统酿造技艺、杏野

砂器传统制作技艺、孝义传统木雕制作技艺 4个生产性

保护基地。依托孝义面塑、苏家庄年俗等非遗项目建成

了 9个单体非遗项目展示馆。支持武兴、张建琴、王钟、

王茂伟等非遗传承人设立了皮影木偶、剪纸、面塑等传

习工作室 18个。支持皮影研究会、秧歌研究会、秧歌票

友协会、民间歌舞艺术研究会、碗碗腔票友协会等社会

组织组建非遗文化艺术团 6个。初步构建了以市非遗综

合传习中心为主体，38个传承传习发展平台为辐射的非

遗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组合体，形成了活态与静态展示相

互补充，保护、传承与开发良性互动的局面。

人才：培养传承人群

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传承人素养，接

稳传好非遗保护传承的接力棒，才能让非遗在传承中

延续历史文脉，在当代生活中愈加枝繁叶茂。

近年来，孝义市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传承人管理发

展机制，通过实施非遗传承人政策扶持、研修研培、以

演代训等政策，非遗传承人群得到培育，传承人传承水

平明显提高。

为了增强年轻人对非遗的认同感，孝义市坚持“走

出去、请进来”，实施非遗传承人培养工程，完成了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孝义皮影戏、孝义碗碗腔传承人群

培养项目，培养提升传承人 80名；与吕梁艺术学校签订

非遗传承人合作培训协议，专门培养皮影戏、木偶戏和

碗碗腔传承人，目前已招收 53名学员，并选派 7人参加

中北大学、省艺术科技研究院皮影艺术、装裱修复免费

培训班；建立了孝义市职业技术培训学校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技艺培训基地，面向社会，特别是城乡贫困人

口、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免费开展孝义面塑、剪纸、皮

影、木偶等传统制作技艺培训，受益人群达 1000 余人

次，培养壮大了非遗传承人队伍。

孝义市拓展传承方式，激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制定出台《非遗传习活动补助办法》，对传承人进校园、

农村开展培训活动每人每天给予 50元补助。设立非遗

文化第二课堂，开展剪纸、面塑、皮影、杨氏太极拳等 8
个非遗项目进校园系列活动，年均举办教学讲座 2000
余场、互动展演 200余场，传习 3万余人次，覆盖 2所高

校、16所中小学校，3所幼儿园。实行以演代训，在孝义

三皇庙、临县碛口、大同云冈石窟等旅游景区，动态培

养皮影、木偶制作表演专业人才 100余名。

孝义市还积极发挥传承人在非遗展示和传播方面

的作用，组织开展了非遗保护单位和传承人传习展览、

展示、展演评比活动，设立民间艺术大师奖、带徒传艺

奖和学艺有成奖，对优秀师父和徒弟给予奖励；组织青

年学生参与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涌现出非遗义务

普查员 400余名；支持郭伟伟、侯建川等非遗传承人牵

头成立皮影木偶民间表演团体；孝义皮影、木偶、孝义

碗碗腔展示馆集聚一批戏迷票友常年开展活动。项目

传承人评审实行“1+2”模式，即每 1 名传承人至少带 2
名徒弟。这样，既使民众收获了更多非遗文化的滋养，

非遗传承也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创新：融入现代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重在创新，重在融

入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做好开发利用。

孝义市深入挖掘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富矿，连续

组织七届孝义民俗文化节、孝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成果展、孝义非遗文化旅游节等活动。以乡村文化

振兴为导向，逐步打造贾家庄汉民族婚俗、南曹村豆腐

传统制作技艺、苏家庄年俗、杏野砂器传统制作技艺等

4个非遗文化生态村。推出汉民族婚俗体验游项目，带

动形成晋商古驿道—三皇庙—南曹村豆腐传统制作技

艺体验园—仁义村红色主题展馆为节点的孝义非遗文

化一日游线路。依托古民居、古庙、古驿道设置非遗文

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主题展馆 8处，组织各类舞台

展演、古驿道行进式表演 56 场，累计接待市外游客 10
万人次，初步形成“孝义非遗文化体验游”品牌。

孝义市发挥传统戏剧剧种资源丰富优势，把保护

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

新创排了大型碗碗腔现代戏《酸枣沟》，碗碗腔小戏《连

心曲》《风雨核桃情》，其中《连心曲》获延安戏剧奖、陕

甘宁晋蒙七市小戏小品联赛优秀剧目奖，《风雨核桃

情》在央视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播出。新排了反

腐倡廉皮影戏《如此福利》《清风》等 6部、消防安全皮影

戏《楼道曲》《常闭防火门》等 4部、公安题材皮影戏《片

警老张》《大爷大妈捂紧您的钱袋子》等 2部。新排了木

偶戏《红军娃》《天女散花》《战马红旗》，其中《红军娃》

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排计划，《天女散花》在央视

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播出。

交流：播种文明火种

向下走，让非遗保护惠及亿万群众；向上走，推动

其成为民族国家主流文化；向外走，让非遗成为社会文

明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燎原。

向下走，在 4A 级景区三皇庙设立非遗文化展示体

验馆，列入景区免费开放项目，常态化演出非遗剧目，

演出人员 20 余人，年演出场次 200 余场。建成临县碛

口风景旅游区“孝义皮影木偶艺术展示馆”，创作《梦回

碛口》皮影戏，列入碛口景区文化旅游项目。皮影木偶

戏、碗碗腔列入“政府买单、群众看戏”项目，周末剧场

年演出 96场，送戏下乡每年均在 200场以上。

向上走，孝义市碗碗腔、皮影、木偶戏等项目多次

参加全国非遗博览会、中国古村镇大会、省文化艺术

节、省文博会、市非遗博览会等文化交流活动，进行展

览展示展演活动。

《孝义贾家庄汉民族婚俗》《孝义木偶戏》《孝义柿

叶茶传统技艺》《南曹村豆腐传统制作技艺》4个非遗节

目在央视 7 套《农广天地》和山西省电视台宣传播出。

碗碗腔小戏《风雨核桃情》、木偶戏《天女散花》参加了

央视《一鸣惊人》节目录制。

向外走，孝义皮影木偶戏走出孝义，入驻太原、大

同、碛口、深圳等旅游景区，实现了晋中文化资源省域

内外高质量传播。

目前，孝义市形成了市民共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

非遗保护成果的良好局面，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成为

孝义市独特风景，与现代化都市相映生辉。下一步，孝

义市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积极作为，守正创新，努

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的谆谆教导，深入挖掘

孝义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奋力推动晋中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吕梁片区）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