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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山东潍坊，世人大多知道是“风筝之都”。殊不知，在享誉国内外的风筝背后，潍坊还是中国画都、金石之都、国家级

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2024年东亚文化之都以及联合国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

在这片充满齐鲁风俗民情的大地上，辈出的名人，巧夺天工的能工巧匠，催生和造就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多彩多

姿的潍坊民间艺术及其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品。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弘扬和传承？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内核的版权，在这个过程中又该如何发挥独

特的作用？2022年11月4日，潍坊市成为中宣部选定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之一，结合创建全国版权示

范城市，潍坊在开展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上用一步步的探索和实践寻找最优解。

记者在潍坊采访时，正值
“齐鲁古风地、最忆是潍坊”中国
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日本东
京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推动民间
文艺国际交流。郭洪利与杨家埠
木版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乃
东、高密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李金波参加了开幕式并进行现场
非遗制作表演后刚刚回国。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6月16日
全球最大的风筝节之一——凡岛
国际风筝节在丹麦落幕。来自世界
风筝之都潍坊的非遗风筝传承人
杨红卫和刘志江也随团前往凡岛
参加盛会。他们与同行的其他中国
风筝表演艺术家共同为大家展示
中国风筝的鬼斧神工：身长数十米
的神龙风筝、108张不同图案的脸
谱风筝以及即使无风也能与雄鹰
并驾齐驱的盘鹰风筝……这些鲜
亮的中国符号，引来阵阵掌声。

在刘志江的T恤上，印有“风
筝城”字样，上面还有一只“中国空
间站”风筝。就是这只“中国空间
站”风筝曾在山东潍坊滨海国际放
飞场放飞，展示了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一时
间曾火爆全国，甚至引起外媒的广
泛关注。如今，这只“中国空间站”
风筝已经被潍坊风筝博物馆收藏，
让更多人记住了这个风筝承载的
中国故事。

民间文艺是人类传统文化中
最鲜活的部分，是延续世界文
明、赓续全球文脉、推动国际文
明交流与进步的重要基石。加强
对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和利
用，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
求，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途径。

正如权文松所言，传统文化
要传承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就
要在市场上赢得关注。只有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老手
艺”，我们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承
发展下去。

厘清我国民间文艺的现状和
保护诉求，探索创新民间文艺领
域版权工作业态、模式、机制，
推动民间文艺版权资源流动和版
权产业高质量发展，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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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寒亭区的杨家埠，
是潍坊风筝的故乡。这里的风
筝和木版年画被国务院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人模仿我的风筝，就证
明咱的风筝确实不错，做得好才
有人模仿，对吧？”6 月 19 日，
当潍坊风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
红卫一边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展示她工作室里的代表
性风筝——“龙头蜈蚣”，一边笑
着说出这句话时，她的回答代表
了很多当地手艺人的真实想法。

潍坊风筝从明初至今已有
600多年的历史，传承下来有300
多个品种，杨家埠木版年画古版
传承下来的也有1000多套。很多
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准确
界定著作权人。即使是这些传承
人新创作的作品，面对经常被模
仿的现实，很多也只能因为“碍于
情面”而付诸一笑。

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权
文松告诉记者，经过充分调研了
解之后，潍坊针对民间文艺工作
者版权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采
取了多种措施，汇聚各方力量，推
动民间文艺创作活力迸发。比如，
采取巡回培训形式，举办全市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培训班，
向各县（市、区）版权管理人员、执
法人员、非遗传承人、民间文艺企
业负责人等讲授民间文艺版权保
护与运营知识，对试点工作开展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流，提
升版权保护意识。

距离杨红卫个人工作室不远
的天成飞鸢风筝有限公司，厂区
占地 5 万平方米，是华东最大的
花灯生产基地，花灯、风筝库存量
居行业前列。潍坊风筝市级代表

性传承人王永训已经尝到了版权
保护带来的好处。他的设计研发
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风筝和
花灯雏形。站在巨大的鲁奇花灯
旁，王永训手里举着一张作品登
记证书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每创
作一件风筝或花灯作品，第一件
事就是进行作品登记。在今年的
深圳文博会上，潍坊展区展出的
风筝 《比翼燕》《蓝蝶》《金粉
鱼》皆出自天成飞鸢。

在潍坊市十笏园非遗空间花
灯坊，潍县老猫花灯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李梅拿出一个绿色收
纳筐，里面放了一沓被塑封的作
品登记证书，几乎每一个惟妙惟
肖的老猫花灯都有自己的专属

“身份证”；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
张运祥正在印制新作品《二十四
节气》，他身旁的展示柜里，每一
个印着木版年画的帆布袋旁都摆
放着一张作品登记证书……

记者了解到，为了鼓励更多
民间文艺作品进行作品登记，潍
坊市连续3年出台对省市级作品
登记平台的奖补措施，推动全市
作品登记数量翻番增长。累计建
立书画、艺术品等10余个作品
登记服务平台，先后在寒
亭、高密成立民间文艺版
权工作站，服务当地
民 间 文 艺 作 品 登
记、维权、咨询
等工作。开通
版权服务企
业“ 直 通
车”，为企业等
提供法律法规咨
询以及作品登记、举
报投诉等服务。今年 4
月，潍坊市组织法官到杨家

埠开展“学雷锋·送法进个体”活
动，为风筝企业宣讲《著作权法》，
推动相关龙头企业发起建立版权
保护联盟，搭建自律平台。寒亭
区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木版年画保
护协会——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
木版年画保护协会和寒亭区西瓜
协会等一批民间组织，加强行业
自律，帮助会员维权。

杨家埠所在的寒亭区民间文
艺资源丰富，寒亭区文化和旅游
局局长韩申军多年来一直关注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问题。面对当地
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亟须版权保
护的现状，寒亭区的措施是分
三步走：第一，为保护好这
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艺
术精品，寒亭区借鉴

《乌苏里船歌》 著作
权 案 的 判 决 结
果，将杨家埠
村民委员会
作 为 杨

家埠木版年画、风筝历史传承作
品的版权管理组织，由其代表杨
家埠木版年画发源地 （族群），
对非发源地或族群之外的人使
用、利用杨家埠木版年画依法行
使权利主张，代表参与诉讼、仲
裁等活动。第二，对于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
作的《嫦娥奔月》《七十年沧桑
巨变》等一批新年画作品和此后
相继问世的《龙头蜈蚣》《金鸡
报晓》等一批新风筝作品，寒亭
区文旅局主动上门服务，积极引
导作者对新创作品及时进行作品
登记，为维权提供有力证据。第
三，不断加大培育产业创意创新
力度，开发以生活用品为主的年
画系列文创产品，创作古版年画
与书法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年
画题跋，增强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提高非遗作品的附加
值。对这些创意创新作

品，寒亭区及时跟进，
督促其尽快进行作

品登记，形成对
优秀传统文化

的全产业链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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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的民间文艺都是
靠一代代人口口相传，受保护
意识和手段的限制，当作品被
侵权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如
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权文松
道出的就是当下民间文艺版权
保护的现状。

这些承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的民间文艺如何更好地传承？潍
坊市首先做的就是深入挖掘民间
文艺版权故事，将身边人、身边事
整理成生动形象的版权故事——

“一门‘老手艺’的新生”“一位民
营企业家的远见卓识”“一座‘手
造’的加油站”……潍坊市组织专
业力量将潍坊风筝、昌乐梦金园、
聂家庄泥塑等进行挖掘，形成了

《潍坊民间文艺版权故事》，在不
同场合进行展示，用身边事潜移
默化地影响提高民间文艺版权从
业者版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为更好地梳理保护民间文艺
资源，潍坊以汇编、演绎等形式，
将民间文艺资源整理出版。结集
出版《青州农民画》一书，收录了
青州当代较具代表性的148位农

民画画家的作品。将潍坊民间口
头文学作品收录至中国文联、中
国民协创作的图书《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120 多万字的《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故事·山东卷·潍坊
分卷》已经编纂完成，进入出版流
程，2023 年年底即可正式出版；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山东
卷·（四）》，也就是潍坊卷，今年
10月份将完成文稿的编纂工作，
交付《大系》专家组。陈小苹编剧
的剧本《木版年画》成功入围
2023世界民族电影节，寒亭木版
年画以这种独特方式，闪耀在世
界舞台。

青州农民画历史久远，特色
鲜明，是当代民间艺术的典型代
表。在中国青州农民画画院，青州
市文联业务科科长杨立生还记
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由
于缺乏版权意识而引起的纠纷。
尽管双方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但
版权的重要性却深深地触动了他
们。如今，青州市文旅局按照“激
励创新、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
学管理”指导方针，深入挖掘乡村

版权资源，积极
动员民间创作者加
强作品登记，提升版
权保护意识。青州市企业
逐渐将版权保护机制加入
日常经营管理中，迸发出一批
成绩斐然的版权示范企业。

为了让民间文艺工作者没有
后顾之忧，潍坊积极引导企业研
发侵权监测技术。被评为2022年
全国版权示范单位、2022年度全
国十大著作权人的山东全影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研发了 AI
智能鹰眼识别系统、全影Tin链，
将区块链+AI人工智能引入版权
保护领域，对侵权进行全网监测。
寒亭区依托潍坊市民间艺术品版
权保护工作站，投资建成了民间
艺术品备案鉴定中心，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采集作品身份信息，建
立了民间艺术品“DNA”数据库，
为著作权人维权和文化执法部门
执法提供有力依据。

保护民间文艺作品版权，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强化执
法监管。潍坊开展民间文艺版权

保护专项执法行动，通过案件查
处、市场巡查、纠纷调解等方
法，加强对重点版权单位、重点
版权作者的作品监管，组织文化
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
合执法，增强执法威力，震慑不
法行为。

近两年，寒亭区办结涉著作
权纠纷案件11件，假冒杨洛书大
师年画的现象已经得到有效遏
制。对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积极
引导作者通过司法途径定分止
争，构建协会、行政、司法相衔接
的版权保护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
行刑衔接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
打击仿冒侵权违法行为。寒亭区
著名的孙某会木版年画侵权纠纷
案，就是在协会调解不成的情况
下，通过法院判决胜诉，孙某会最
终获赔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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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

也许很多人很好奇，这些承载
着上千年传统文化的风筝、泥塑、
扑灰年画、剪纸，在当今时代，还有
市场吗？那些成长在z时代的年轻
人会喜欢吗？

潍坊风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郭洪利用他的探索给出了肯定回
答。当跨越数百年的风筝文化与方
兴未艾的手游结合，迸发出的电光
石火足以让人惊叹。

2019 年，在第 36 届潍坊国际
风筝会上，郭洪利为腾讯游戏代理
发行的《完美世界》手游打造了一
个百平方米的由“妖精”及20只巨
鲲组成的风筝矩阵，并将其送上天
空，引起了国内外友人和众多媒体
的关注。2020 年，他又和《王者荣
耀》团队合作，推出了“瑶”“李元
芳”等游戏人物主题皮肤风筝，受
到大量年轻人青睐。

在郭洪利的个人工作室，记者
看到了最受年轻人喜欢的李元芳
主题沙燕风筝——“当趁东风放纸
鸢”。天蓝色为底，蓝白相间的主色
调，再辅以游戏中的人物原型，栩
栩如生。“瑶”风筝在线直播观看人
数达 650 多万，参加做 H5 风筝人
数达8000多万。

以前，风筝有寄托心愿和理想
的习俗。如今，风筝代表着中华文
化从古至今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要传承和发扬，离不开创新，
更离不开市场。

“高密三宝”——扑灰年画、聂
家庄泥塑、剪纸3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同样以数字化的形式植
入年轻人争相追捧的手游《妄想山
海》之后大放异彩，借助数字IP受
众广、传递快的优势，打破次元壁
垒，帮助传统的非遗技艺和其代表
的文化内涵实现多元化传播。

在高密市聂家庄泥塑专业
合作社，大大小小的泥塑颜

色鲜亮，憨态可掬。聂家庄
泥塑最经典的形象“泥

叫虎”竖眉瞪眼，威
风凛凛。聂家庄村
及周边3个村成立

高密市昌盛泥塑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非遗

工坊，采用“党组织+合作
社+工坊”模式，以18名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为引领，吸纳了 120

多名从业者，形成产、供、销一体链
条。非遗工坊带动周边 5000 多名
群众从事工艺品制作，实现泥塑产
业化发展，村民人均年增收 8000
多元。人人都说，聂家庄的泥巴变
成了金疙瘩。

在青州，政府鼓励各级各类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加大文创版权产
品开发力度，相继推出的赵秉忠状
元卷、龙兴寺佛像、青州花毽、隆盛
糕点等非遗产品，状元福袋、《天下
第一寿》、农民画系列伴手礼等成
为畅销旅游纪念品，同时设计开
发了青州府花边大套《中国梦》、
陶瓷《红色记忆》等具有青州特
色的一系列非遗与红色文化融合
的创意产品。帮助海岱文旅投资
发展集团及山东拓远文化集团有
限公司等企业加大力度宣传推介

“峱”元素文创产品。
权文松介绍，为了将民间文艺

版权作品转化为现实价值，将这些
古老的手艺转变为农民致富的“金
袋子”，潍坊市强化民间文艺衍生
推广，将年画的木版套印技术应用
到风筝、彩灯、扇面、轿车等。搭建
版权转化平台，发挥中国画都书画
版权登记交易平台、山东省艺术版
权交易中心等平台作用，鼓励线上
交易，推动研发数字藏品，提高民
间文艺版权转化率。开发线上非遗
商城“美非遗”，签约传承人400余
名，涵盖 240 多个品类、5000 多种
产品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实现
民间文艺作品文创开发的新突破。

对那些及时进行作品登记的，
也确保产品快速进入市场。比如，
诸城黑陶凭作品登记证书，积极参
加国内外举办的黑陶艺术创新设
计大赛。鄌郚乐器将以无版权争议
作为同国外经销商合作前提，帮助
赢得大量国际订单。

韩申军说，杨家埠的风筝和年
画每年以新产品占总数60%的比例
开发上市，年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内一家文创
商品店年销售收入就达30万元。

借助这些独特的民间文艺，潍
坊培育打造了多个特色品牌，涌现
出杨家埠民间艺术、华艺雕塑、天
成风筝、十笏园非遗空间、中晨艺
术小镇、聂家庄泥塑、高密尼尼虎、
青州峱宝宝等一大批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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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作品转化为现实价值

当趁东风放纸鸢
——山东省潍坊市推进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调研纪实作调研纪实
□本报记者 赵新乐 文/摄

图 为 天 成
飞鸢的龙头蜈蚣风

筝，高密泥叫虎以及潍
县老猫花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