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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llennium ancient capital Baoqing has 157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ep, use, good Baoq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rough	the	field	visit	and	investigation	of	Baoq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found	that	it	faces	three	main	difficulties:	inheritors,	lack	of	cultural	publicity	and	insufficient	promotion	fund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youth volunteer service team to participate in the genetic inheritance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dilemma,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three strategies: volunteers booster local intangible “back” project, create “intangible +” inheritance new 
mode, build “volunteer +” propaganda model, for the treasure the genetic new road,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e, enhance 
the	mass	cultural	confidence,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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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视域下宝庆非遗传承问题研究与策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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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千年古都宝庆拥有15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守好，用好，传好宝庆非遗备受社会各界人士关注。通过对宝庆非遗的实地走
访调研，发现其主要面临三大困境：传承人断代、文化宣传缺失和推广资金不足。本文指出青年志愿服务团队参与非遗传
承是解决传承困境的关键点，并提出以下三点策略：志愿者助推本土非遗“一返四进”项目，打造“非遗+”的传承新模
式，构建“志愿者+”宣传新模式，为宝庆非遗传承开辟新道路，激活非遗文化的活力，增强群众文化自信，实现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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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文化是精神的重要

载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更是其中的优质

载体。邵阳作为千年古都（称“宝庆）文化底蕴丰厚，其中

的非遗文化种类繁多（宝庆竹刻，蓝印花布，城步苗绣等）。

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新潮文化冲击，本土非

遗文化的活力，魅力，潜力逐渐丧失，存续之路岌岌可危。

在建设现代化文化强国，坚定青年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如何

守好，传好，用好非遗文化备受各界学者关注。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 2025 至

2035 年的发展目标，对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遗

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国家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

“人”的传承。青年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生气的力量，自

然成为了文化的传承主力军 [1]。

中南大学的音乐舞蹈和艺术类师生将志愿服务与瑶族

长鼓文化的传播紧密联系，开创了助力非遗文化传播的新模

式。河北省 17 名非遗传承人组建民进河北廊坊市委会非遗

志愿服务团，服务于山区留守儿童“美育”工程，更是将中

华非遗带入了国际会展。综上可见，非遗文化与志愿服务的

碰撞必定能擦出奇妙的火花，本文提出将宝庆非遗文化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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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青年志愿服务中，探寻延续非遗文化，培育非遗人才，

弘扬非遗风采的新途径。

2 宝庆非遗现存问题

2.1 “非遗”传承人断代
根据 2021 年年底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统计可

知，国家认定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传承人 3068 名。各级省市认可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下

的非遗项目 10 万余项，相应非遗传承人 22000 余名。然而

现如今前五批非遗传承人 6 成以上已超 70 岁，平均年龄为

63.29 岁，40 岁以下的传承人仅占 0.64%。前四批国家级传

承人中更是有 12.6% 已经逝世 [2]。

邵阳非遗传承情况也不容乐观：邵阳现有国家级非遗

项目 16 项，省级非遗项目 36 项，市级非遗项目 105 项，传

承人，共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2 人，省级传承人 25 人，市

级传承人 155 人。近三年，宝庆非遗传承人中更是有 8.13%

已经逝世。针对“非遗”传承“断代现象”，提升青年人参

与积极性迫在眉睫 [3]。

2.2 “非遗”文化宣传缺失
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新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所

以无论多么优秀的“非遗”文化都离不开宣传工作。传承者

本身缺乏宣传意识，许多非遗传承者将重点放在传统技艺的

保护和传承，认为宣传只是次要的任务，认为“非遗”宣传

任务归属于非遗机构和宣传部门，少部分传承者虽有心宣

传，但缺乏宣传技巧和知识的系统学习，导致宣传渠道不畅；

宣传途径单一，部分“非遗”发源地地处偏僻、落后

的乡村，信息网络发展不够深入，“非遗”传播大多信息依

靠口口相传或者地方性节庆活动展现，在新媒体盛行的当

下，多数“非遗”未建立官方网站、抖音、微信公众号等，

局限了大众了解非遗的渠道，导致其附加文化价值不被社会

认可 [4]。

宣传内容静态化，当下非遗宣传形式以宣传册，文化

展馆、非遗展览为主，过于注重传统的呈现方式。静态的非

遗宣传内容缺乏与大众的互动性，观众单纯地被动接受信

息，难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无法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非

遗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非遗的魅力常常与情感、体验和

亲身参与有关，而静态内容的限制使得这种情感共鸣的传达

效果受到阻碍，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和参与。静态宣传

内容通常的传播范围有限，如印刷品或图片展示，无法充分

利用现代多媒体和数字平台的优势，导致非遗传承的宣传受

众范围有限，难以覆盖更广泛的人群 [5]。

2.3 “非遗”推广资金不足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除了需要人才技术的支持，更离不

开经济条件的支撑。非遗文化产业短期回报低，非遗技艺学

徒的培养周期长，报酬低，职业发展不稳定，经济压力下许

多非遗传承人被迫转行，导致很多非遗项目在逐渐消失，投

资者对非遗项目的投入持观望态度，导致非遗传承缺乏资金

支持和保护机制，非遗资源面临二次破坏甚至流失的风险 [6]。

缺乏资金筹措的有效机制和渠道，社会各界对非遗传

承的参与度较低。企业、基金会等潜在的资助方和赞助商缺

乏对非遗传承项目的了解和认可，导致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等对非遗传承项目资金资源的整合和合作还存在一定的

困难。

缺乏可持续化的商业发展模式，当下传统“非遗”手

工艺品生产成本较高，市场狭窄，过于依赖政府的补贴和支

持，缺乏自主可持续的商业收入，且缺乏品牌化和市场推广，

多年来停留在吃老本的基础上，缺乏创新产品开发的能力，

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制约了“非遗”项目在商业领域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7]。

3 宝庆非遗传承策略

伴随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众多宝庆非遗

文化面临传承断代，社会认可不足，推广资源缺乏等问题，

宝庆非遗的传承急需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宝庆非遗的传

承困难主要是缺乏“三力”（人力，物力，学力），大学志

愿服务团队恰巧具备“三力”，两者的碰撞必然会让底蕴丰

厚的宝庆民俗非遗文化活起来，用起来，新起来。

3.1 推动本土非遗“一返四进”项目，激发青年“非

遗”活力
依托高校组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平台，联合当地教育

部门、居民社区、中小学校、本土企业打造优质“非遗”品牌，

助推“非遗”“一返四进”项目。即返乡村，进社区，进校园，

进企业，进青年阵地，打造新时代“非遗”品牌重返乡村，

作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底蕴，经济动力。发挥艺术类学子专业

特长，带领大学生志愿服务协同区校共建工程，建设非遗支

教课堂、非遗展览馆、非遗文创体验工坊、举办传承人“拜

师大会”，让校园少年，社区青年，企业壮年直面非遗，了

解非遗，体验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 [8]。

3.2 守正创新，打造“非遗 +”的传承新模式
“非遗 + 文创”模式为“非遗”注入“潮”元素，增

强青年认同感。聚焦打造以本土“非遗”（宝庆烙画，花瑶

挑花、蓝印花布）为主题的新生态圈，新商业圈，新文化圈。

在文化中心、图书馆，文化长廊、公园等城市建设中融入非

遗元素，让群众在生活中体会非遗之美。

“非遗 + 课堂”模式引导“非遗”传承人进校园、进单位，

为“非遗”传承开辟一席之地。小学初中开辟“非遗”支教

课堂，高中大学开设网上“非遗”云课堂，线下传承人面对

面工艺指导课，针对政府文化部门开设专业文化培训课程。

“非遗 + 研发”打造传承新活力，解决资金难问题。

在国家政策帮扶下，通过加强改造当地特色环境联合构建非

物质文化产业，延续传统工艺，研发非物质文化产品和设计

推广当地非遗相关的周边产品，树立非遗品牌效应；开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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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非遗文化旅游项目或非遗文化类型的“村居农家乐”，鼓

励年轻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就业增收。

3.3 兼容并蓄，构建“志愿者 +”宣传新模式
“非遗”文化的宣传工作不能仅停留在专业的人才去

说，才去学，才去做，引导青年志愿者团体参与其中注入新

生力量，让志愿者们成为“非遗”文化宣传的跨界传播者和

推广者。

“志愿者 + 互联网平台”模式为非遗文化宣传提供了

崭新的方式与机遇。通过创建宝庆非遗官方网站，展现非遗

项目的发源历史、制作技法、代表作品和传承人现状；发挥

当代大学生志愿者网络原住民优势，运营社交媒体账号，如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定期发布志愿者团队非

遗探寻的照片、视频、分享传承人的故事与作品，积极参与

粉丝互动，回答大众关于非遗的问题，引导大众更加深入地

了解和传播宝庆非遗文化；开设直播通道，利用网络直播为

家乡非遗文化 + 乡村建设模式引流，增强社会关注度，给

当地迎来机遇与挑战 [9]。

“志愿者 + 讲解展演”模式不仅让群众摆脱了必须亲

临非遗发源地才能了解非遗文化的局限，还增强了文化的互

动性与观赏性。以志愿活动形式将非遗展演与中华传统节日

结合，例如，春节非遗年画展，中秋非遗灯节展，七夕非遗

彩织展等，志愿者通过生动讲解介绍，知识竞答的方式，将

宝庆的滩头年画，花瑶挑花，蓝印花布等非遗知识传递给观

众们，增加他们对非遗文化的兴趣和理解；以非遗体验手工

坊的形式展现非遗，组织掌握非遗技艺的志愿者开设各类非

遗手工体验坊，让更多民众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精湛之处，

激发民众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充分发挥大学生志愿者艺术

类特长，以展演形式表现非遗文化的魅力，宝庆非遗中不只

有技法精湛的手工艺品，也存在许多形式独特的民俗表演，

例如，吊龙舞，花鼓戏，棕包脑，苗族四月八姑娘节等，此

类非遗文化的展现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带领志愿者们共同

参与 [10]。

“志愿者 + 区校共建”模式将志愿服务与地区文化振

兴相结合，打开儿童，青年，老年的宣传阵地。本土高校联

合非遗传承人数字化非遗教育资源，培训出专业的非遗授课

志愿者，深入中小学及社区开设义务支教志愿活动，让广大

学子生活中更直接地接触非遗文化；构建社区传承基地，为

宝庆传统技艺在城市中提供一处传承和教育的场所，志愿者

可以在基地内开展非遗技艺的培训和展示活动，吸引更多社

区居民参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依托区校共建平台整合非遗

资源，建立学生非遗兴趣社团，开展非遗文化传承项目。例

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讲座或教学，组织非遗研学之旅等

促进非遗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承和发展。

4 结语

如何守好，传好，用好本土非遗文化，增长群众文化

自信已成为社会关注要点。在宝庆非遗传承问题的研究中，

面对非遗传承人断代、文化宣传缺失和推广资金不足等问

题，提出“一返四进”项目，将非遗融入乡村、社区、校园

和企业，激发了青年人对非遗的活力与热情。同时，采用“非

遗 + 文创”“非遗 + 课堂”和“非遗 + 研发”等创新模式，

为宝庆非遗注入现代元素，拓展了传承的新途径，强调了青

年人参与和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性。并指出志愿者的角色不

仅仅是参与者，更是非遗文化宣传的跨界传播者。通过“志

愿者 + 互联网平台”“志愿者 + 讲解展演”“志愿者 + 区

校共建”的模式，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使非遗文化融

入中小学和社区，使非遗文化更加贴近大众，增加了非遗文

化的互动性与观赏性，实现了非遗的全方位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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