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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
与地域文化的鲜活印记，凝聚
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基
因，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脉
络。然而，在现代化与全球化
的双重冲击下，非遗传承面临
着技艺失传、受众断层等困境，
保护工作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服务
的重要枢纽，凭借资源整合、知
识传播等功能优势，在非遗的
保护与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

菏泽市在非遗保护领域成
绩斐然，构建起了多层次、广覆
盖的非遗资源体系。目前，全
市现有人类非遗名录项目１
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
遗项目 32 项、127 项、421 项、
1347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县
级非遗传承人29位、112位、476
位、1156位。其中国家级非遗
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居全
省第一位，在全国地级市中位
居前列。深入探究菏泽市公共
图书馆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
实践路径，不仅能为提升当地
非遗传播效能提供策略参考，
还可为其他地区图书馆开展同
类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对推动
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繁荣
地方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图书馆参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背景
与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时代背景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
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
生存危机。传统技艺因工序复
杂、经济效益低，难以吸引年轻
人传承，如菏泽曹州绳编，因制
作繁琐、市场需求小，传承人难
觅。民俗文化也因生活方式改
变而淡化，传统春节习俗中的
拜年、祭祀等仪式简化，部分习
俗濒临消失。同时，城市化导
致承载非遗文化的传统村落锐
减，非遗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非遗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

(二)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中
的角色定位

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
的重要阵地，拥有丰富资源、专
业人才与广泛影响力。其社会
教育职能使其能系统收集、整理
文化资源，并通过阅读推广、讲
座展览等多样化方式传播文化
知识。在非遗保护传承中，图书
馆可发挥自身优势，将非遗纳入
馆藏，策划多元活动，推动非遗
文化的普及与创新发展。

（三)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
传承的意义

公共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
传承意义深远。它能系统收集
文献、音视频等资料，构建特色
资源库，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撑；

通过举办展览、讲座等活动，
提升公众认知，激发保护热
情；还可整合各方资源，推动
非遗与现代产业融合，实现创
造性转化，为非遗可持续发展
注入动力。

二、菏泽市公共图书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现状及
问题分析

（一）推广现状
目前，菏泽市公共图书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面开
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特色
的非遗推广模式。

在资源收集方面，菏泽市
公共图书馆积极作为，与菏泽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非遗保护
中心等地方文化部门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机制。通过这一
合作网络，图书馆能够定期、系
统地获取官方发布的非遗项目
资料，包括项目申报书、田野调
查报告、研究成果论文等权威
信息。

在活动开展方面，菏泽市
公共图书馆紧紧围绕“传承菏
泽非遗，弘扬地方文化”的核心
理念，精心策划并举办了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非遗主题活
动。通过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
展示、互动体验、主题讲座等多
种形式，让公众能够近距离、沉
浸式感受非遗的魅力。2024
年，菏泽市图书馆紧扣非遗传
承与青少年美育融合的主题，
精心策划并举办“2024青少年
励志书画剪纸艺术展”，展览面
向全市青少年广泛征集作品，
不仅展出了百余幅以菏泽剪纸
技法创作的书画作品，涵盖传
统吉祥纹样、现代励志主题等
多元题材；此外还举办了“鲁锦
织造技艺展”专题讲座，为公众
带来一场沉浸式的非遗文化盛
宴，讲述鲁锦从棉花采摘、纺线
染色到上机织造的72道复杂工
序，深度剖析鲁锦图案中蕴含的
吉祥寓意与民俗文化；举办了别
开生面的“面塑艺术”现场体验
课。老师边展示边讲解面塑艺
术的历史渊源、造型技巧与色彩
搭配知识。在实操环节，更是手
把手指导参与者揉、捏、搓、剪，
带领大家制作简易生肖面塑，让
参与者在亲手塑造面塑形象的
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曹州面塑

“一印、二捏、三镶、四滚”的独特
技艺魅力，体验非遗文化的深厚
底蕴与创作乐趣。

菏泽市公共图书馆还积极
开展其他特色非遗活动。2024
年 6月 9日，菏泽市图书馆举
办“琴之诗文”世界非遗日暨端
午节主题活动，通过古琴和诗
词鉴赏会的形式，向公众介绍
古琴艺术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
涵；同年 9月，举办“古漆重生
盛世花开——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山东漆艺非遗传承作品
展”，不仅展出山东漆器艺术馆
150余件套漆器作品，还开展学
术研讨与公益讲座，深化公众
对漆艺文化的理解。牡丹区图
书馆在2024年6月2日举办“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工
作人员讲解“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由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
念后，带领80余位观众参观牡
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近距离感受“菏泽泥塑”“曹州刻
瓷”等非遗项目魅力，增强公众
对非遗的理解与认同。2024年
11月，菏泽市图书馆举办“二十
四节气”农耕文化漫谈公益讲
座，通过主题讲座结合微博直
播的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了
解二十四节气历史渊源及农耕
文化奥秘。

2025年，非遗推广活动更
加丰富多彩。1月22日起，菏泽
市多地图书馆及相关场所开展

“非遗馆里过大年”等系列活动，
定陶区图书馆在2025年积极响
应国家图书馆“金蛇献瑞书香
迎春”春节主题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同步开展“金蛇献瑞”春节
非遗暨民俗摄影联展；菏泽市
图书馆还举办新春古琴雅集，
菏泽市古琴研究会老师及爱好
者演绎经典古琴曲，牡丹茶艺
职业培训学校进行茶艺展示，
让市民在文化交融中感受非遗
魅力，激发公众对非遗的兴趣
与热爱，营造全社会保护非遗
的良好氛围；4月24日起，“穿越
时空的铭记——成武县出土墓
志铭拓片鉴赏展”在菏泽市图
书馆开展，展出成武县出土的
涵盖武周、唐、宋、明、清多时期
的墓志铭拓片，并由专业人员
进行讲解。

在宣传推广方面，菏泽市
公共图书馆充分利用互联网和
新媒体平台的优势，依托自身
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自
有平台，精心运营非遗宣传板
块。在活动预热阶段，制作精美
的图文预告，详细介绍活动亮点
和参与方式；推出传承人采访视
频，讲述他们的非遗传承故事，
吸引公众的关注。活动期间，进
行实时图文直播，第一时间分享
现场的精彩瞬间；剪辑制作短视
频，突出非遗技艺的精彩片段，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广泛传
播。活动结束后，推出深度回顾
专题，总结活动成果，展示参与
者的作品，进一步扩大活动的
影响力。通过多渠道、全方位
的宣传推广，大大提升了非遗
活动的传播力和覆盖面。

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菏
泽市公共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
成功扩大了非遗文化的影响
力，激发了公众对菏泽非遗的
关注与热爱，在地方非遗保护
与传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且重
要的作用。

（二）存在问题
尽管菏泽市公共图书馆在

非遗推广中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仍面临多重发展瓶颈。在资
源建设层面，现有收集体系存
在明显局限性，尚未建立标准
化、动态化的采集机制，对民间
流传的非遗技艺口诀、传统生
产工具使用手册等特色资料挖
掘不足，导致大量珍贵文化记
忆未被纳入馆藏，难以完整呈
现菏泽非遗的文化谱系。

活动形式创新力不足，过
度依赖传统的静态展览与单向
讲座模式。例如，部分非遗讲
座仅以PPT演示和口头讲解为
主，缺乏实物操作、情景模拟等
沉浸式体验环节，难以激发公
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参与热
情。这种单一的传播方式，使
得非遗文化未能以生动鲜活的
姿态融入大众生活。

三、图书馆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路径
探索

（一）多渠道搜集、系统梳
理相关资料

公共图书馆应构建多元资
料搜集体系。一方面，深化与
文化部门、非遗保护单位合作，
定期获取官方非遗项目申报
书、研究报告等权威资料；另一
方面，组织团队深入民间，走访
菏泽各区县的民间艺人与文化
传承人，收集家谱、手稿、工艺图
谱等原始资料。如菏泽市公共
图书馆可重点挖掘曹州绳编、
鲁锦织造等特色非遗的图文素
材。资料收集后，需按项目类
别、地域、年代等维度进行科学
分类，运用文献整理技术，建立
集文字、图片、音视频于一体的
非遗资源数据库，为后续研究
与推广筑牢数据根基。

（二）有效整合资源，组建
本土专家资源库

图书馆需整合各方资源，组
建涵盖非遗传承人、保护单位负
责人、高校学者的本土专家库。
以菏泽为例，邀请“菏泽剪纸”国
家级传承人、“山东梆子”保护单
位骨干及菏泽学院非遗研究专
家入库。通过志愿服务、项目合
作等形式，组织专家开展非遗技
艺培训、文化讲座与学术研讨。
同时，联动学校、社区、企业，将
传承活动向青少年、市民群体延
伸，如在中小学开设非遗兴趣
班，在社区举办非遗体验日，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传承的
生态网络。

（三）开展多样化非遗体验
及讲堂活动，打造特色品牌

通过多元活动形式推广非
遗文化。定期举办非遗手工体
验活动，邀请鲁锦织造、鄄城砖
塑传承人指导读者制作手工艺
品；开设非遗讲堂，围绕菏泽面
塑、定陶皮影等主题，邀请专家

解读非遗历史与艺术价值。结
合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策
划非遗文化节、创意大赛等大型
活动。借鉴苏州图书馆“江南文
脉”品牌经验，菏泽市公共图书
馆可整合本地资源，打造“菏泽
非遗匠心”品牌，通过系列活动
提升非遗社会影响力，实现文化
传承与品牌建设的双向赋能。

（四）利用新媒体技术，推
进数字化建设

借助新媒体拓展非遗传播
边界。运用互联网技术对非遗
展览、讲座进行实时直播，突破
地域限制；将非遗项目制作成
短视频、电子书等数字产品，通
过图书馆官网、微信公众号及
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推进
馆际协同，参照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非遗数字资源库建设模
式，联合周边图书馆共建共享
平台，实现菏泽非遗资源的数
字化存储与跨区域传播，扩大
非遗文化辐射范围。

（五）加强团队建设和组织
培养人才

构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
关键。图书馆需制定系统培训
计划，通过非遗知识讲座、学术
研讨、实践锻炼等方式，提升馆
员专业素养；积极引进非遗研究
与推广人才，充实核心团队。建
立激励机制，对在非遗活动策
划、资源建设中表现突出的馆员
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团队创新活
力，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可
持续的人才支撑。

四、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公共图书
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通过对菏泽市公共图书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现状的深
入分析，我们清晰认识到目前
存在资源收集不系统、活动形
式单一、宣传力度不足、人才缺
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
文从多渠道搜集资料、整合资
源、开展多样化活动、利用新媒
体技术、加强团队建设等方面提
出了全面且具体的路径探索。
通过这些路径的有效实施，能够
显著提升公共图书馆非物质文
化遗产推广水平，增强公众对非
遗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感，有力推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未来，公共图书馆应持续探
索创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
断完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机
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作出更大的贡献。同
时，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其他地
区公共图书馆开展非遗保护传
承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
鉴，共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让
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路径探索和研究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李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