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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越来
越多的传统手工艺、文艺作品和民俗等被
列入非遗名录。非遗，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存在，而是我们触手可及的生活。目前，我
区已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地）、县（区）四
级名录体系，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及民
俗等十大类别。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
人平措顿珠介绍，目前，我区拥有国家级代
表性项目106项，代表性传承人96名；自治
区级代表性项目460项，代表性传承人522
名；市（地）级代表性项目480项，代表性传
承人334名；县（区）级代表性项目1554项，

代表性传承人716名；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4家，自治区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12家。为了促进非遗传习基地建设，提
高唐卡、藏戏等非遗品牌项目的宣传及展
示力度，我区先后命名159个自治区非遗传
习基地，累计投入近400万元用于完善传
习基地的设施设备及开展各类传承活动。

近年来，各级财政对藏戏和格萨尔两项
联合国项目的投入超过1500万元，重点对民
间业余藏戏队和格萨尔艺人进行保护和扶
持，充分调动全区藏戏艺人和格萨尔说唱艺
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民间藏戏队由之前
的不足50支迅速发展到153支，藏戏艺人
3000余名，格萨尔说唱艺人近100名。

2013年起，在自治区文化厅大力支持

下，那曲市群艺馆录制了70小时的《藏北格
萨尔艺人独家说唱》及27小时的《高龄格萨
尔艺人独家说唱》，自治区藏剧团开展了高
龄藏戏戏师及专家抢救性记录工作。同时，
用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完成30名
高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
作。截至目前，我区的藏戏、格萨尔、藏医药
浴法已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目前，非遗产品设计样式单一。项
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缺乏与市场对
接的能力，存在产品销售渠道窄、销量低
等现象，创新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平措
顿珠一语道出非遗发展的瓶颈。未来，我
区将通过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
计划”，邀请其他省市专业设计人员授课

等方式，积极引导非遗项目保护单位、非
遗工坊从业人员等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
适应市场新发展特征，主动迎合消费群
体，加强与其他省市相关企业的联系与合
作，给传统技艺注入新活力，以满足新时
代发展要求。

非遗技艺的传承人，更像是一位守艺人，
不论外面的世界变得多么纷繁复杂，他们的
内心几十年如一日平静。因为，他们心有所
系，一直重复做一件事，守住一门技艺。精美
绝伦的错金银工艺，神奇的藏药炮制技艺，传
统的西藏婚俗……本期推出《看见非遗：守艺
人背后的孤独与坚守》特刊，一起跟随记者的
镜头与文字，感受西藏非遗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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