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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5月22日—26日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上，国家版权局举办“版权促进传统文化传

承创新”主题展览，集中展示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的阶段性成果。这既是新时代版权制度建设的成果巡礼，更是文化资源优

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化的生动体现。辽宁、浙江、福建、河南、海南、重庆、云南、宁夏等省区市的展览，立足本土特色，荟萃多元文化，通

过立体的展陈手法，诠释了版权如何为民间文艺注入时代动能，为弘扬传统文化开辟新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迈上新台阶。

在第二十一届中国 （深圳） 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版权促进传统
文化传承创新”主题展览区穿行，笔
者一次次被那些熠熠生辉的民间文艺
精品作品吸引：青绿温润的岫岩玉
雕、细腻灵动的沙石画、沉稳古拙
的紫陶、跃然眼前的 3D 大足石刻建
模……这些既是地方的文化符号，也是
创作者的心血结晶。

然而，最令笔者深思的，不只是
作品本身的美，而是这些民间艺术因
版权赋能而被赋予的全新生命力。过
去，“手艺人守着一门技艺过日子”。
可现在，版权不仅保护了民间文艺传
承人的心血，更为他们打开了连接市
场、链接未来的广阔空间。

采访中，福建的“泉州兔兔”IP用
新潮玩法火爆网络，重庆的大足石刻被
植入热门网游，这些案例背后是制度创
新与文化自信的双重驱动。正如许多地
方负责人所说，版权不仅是保护作品，
更是促使产业升级、文化焕新的钥匙。
让笔者尤为记忆深刻的是，福建泉州鲤
城区探索的“版权质押融资”“刺桐艺
术团”“版权池”模式，不仅帮助文艺
从业者解决资金难题，也真正让文化走
进大众生活。

从展会现场一路走过，笔者仿佛看
到一条民间文艺“活水”正在涌动：它
穿过乡村，带动地方振兴；它汇入城
市，丰富文化消费；它跨越时空，把老
手艺的独特美学带入当代视野。采访结
束后，笔者在手机备忘录上写下这样一
句话：版权，让文化自信落地为看得
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现实成果，也让
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安心走向未来。

民间文艺正在从单一的技艺传承走
向全链条、全要素的产业化运作：从确
权到授权、从创作到交易、从保护到增
值，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版权在推动文
化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中的核心作用。
笔者所看到的，不只是个体的成功，而
是民间文艺正逐步向全链条产业化模式
转型。

正如业内人士所言，版权是产业
发展的“发动机”，只有打通创意到
市场的路径，以版权为文化产业化
提供核心驱动力，民间文艺才能真
正成为地方文化经济中的活跃变量
与增长极。

版权让民间文艺
“流”起来更“留”下来
□张君成

民间文艺精品璀璨 版权无愧“源头活水”
——第二十一届文博会“版权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主题展览侧记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文/摄

民间文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艺术结
晶，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文博会现
场，各试点省区依托各自深厚的文化土
壤，突出版权制度与民间艺术融合的实
践探索，呈现出一批“可观、可感、可
转化”的民间艺术精品。

在辽宁展区，主要展出岫岩玉雕版
权精品。岫岩县作为“中国玉都”和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展馆以青绿
色岫岩玉为主色调。

岫岩去年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
护与促进试点地区，是东北唯一入选县
区。岫岩有 8000 年的用玉史，红山文化
的代表C形龙就是由岫岩河磨玉雕刻而
成。岫岩满族自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高越介绍，岫岩玉雕通过与现代首饰设
计相结合，形成了一批面向年轻市场的
文创产品；岫岩皮影戏则通过多媒体演
绎和沉浸式体验，走进了景区、校园和商
演舞台，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的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版权成果转
化，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惠及更多
的手艺人。今后，我们将继续完善版权体
系、优化政策环境，探索更多跨界合作，
让这些承载地域记忆与民族智慧的民间
文艺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的生命力。”

此次宁夏版权馆以中卫市为试点，
打造出沙石画、黄河古瓷、微缩景观等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记者发现，宁夏版权馆通过“黄
河印象”民间文艺品牌塑造，形成了

“版权+产业”的良性闭环。中卫市文
化馆副馆长王晓芹介绍，自入选全国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以来，
中卫市以实施“守护黄河根脉”工程为
抓手，紧扣全链保护，用活全域资源，探
索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体制机制，
打造具有中卫辨识度的文化元素，叫响
了“黄河印象”民间文艺品牌，持续推动
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
其是沙石画版权授权覆盖率达90%，成
为年产值突破 400 万元的新兴文创样
本；‘淘气的骆驼’冰箱贴日销量千件，
版权转化的现实成效令人瞩目。”

在重庆版权馆，不少人被3D打印
的大足石刻所吸引。重庆版权馆将“石
窟为骨、山水为韵”的展陈理念贯彻始
终，结合大足石刻的厚重历史与綦江版
画的活泼风格，以空间设计打造出沉浸
式“山水版权叙事场”。大足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大型网游《黑神话：悟空》的
爆火，是大足石刻数字版权授权开发典
型案例。为了将大足石刻的经典造像完
美呈现在游戏世界中，不仅让石刻走下
崖壁，还延伸了版权价值开发新路径。

“我们围绕版权工作，打造了三维体系，
实现了版权意识与产业效能的双提升，
先后开发了自主版权文创作品 200 余
款，如‘大足金’文创金饰在2000多家门
店销售，首批‘大足十二生肖’系列预售
即破万件。”该负责人说。

展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推动
版权保护与产业融合方面，记者发现
不少地区立足当地民间文艺资源，在
标准制定、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等方
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

走进河南版权馆，南阳展台前人
流如织。南阳是河南首个入选全国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形
成了以玉雕、艾草和烙画为主的文化
产业集群。南阳市构建起国家、省、
市、县四级版权保护体系，并建立配
套数据库，推动相关项目实现确权、
维权、授权、交易全链条运作，带动
相关产业年产值持续增长。

玉雕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王春会感慨：“过去我们只是传承手
艺，如今我们必须用版权的思维、产
业的眼光，去发现手艺背后的市场价

值和文化价值。”在她看来，一方面，
版权保护了匠人和创作者的权益，让
技艺得以安心传承；另一方面，激活
了市场机制，让民间文艺产品走进大
众视野。

福建在版权赋能文化创新上探索
出独具特色的路径。在福建版权馆核
心展示区，一艘福船模型在光影下与

“海丝文化展示墙”交相辉映。展区
内，鲤城区联合本土企业开发的“泉
州兔兔”“龙生九子”等生肖IP系列人
气颇高，鞋子、T 恤、冰箱贴、香
片、摆件等各类生肖IP文创商品琳琅
满目，格外受年轻人的喜爱。据了
解，鲤城区连续 3 年推出“泉州兔
兔”“龙生九子”“七彩刺桐蛇”等融
合在地民间文艺元素的生肖IP，通过
将生肖与古城文化相融合，实现火爆

“出圈”，匹克、顺丰等多家知名企业
争先冠名，在地企业授权总价值超
2300万元，市场销售额近5000万元。

鲤城区还运用金融杠杆撬动“沉
睡”的民间文艺作品，探索推进“版
权质押融资”模式，组建“刺桐艺术
团”，整合优质版权资源，探索民间文
艺“版权池”融资模式，并与银行开
展业务对接，为民间文艺创作者提供
融资授信，进一步激活民间文艺版权
价值，促进民间文艺可持续发展。鲤
城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版权
不仅是保护，更是产业化的钥匙，

“唯有用好版权机制，把传统技艺转
化为创意产品、舞台演艺、沉浸体
验，才能真正打通文化与市场、技艺
与消费的桥梁，推动地方文化更好走
出去”。

推动民间文艺资源产业转化升级

过去，手艺人往往埋头创作，作品
只是手艺的体现；如今，有了版权保护，
作品既是文化符号，也是市场资产，成
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

在浙江版权馆，围绕“潮起之江·
寻美民艺”主题，一条版权赋能民艺
传承的系统化路径正逐步成形。依托
活字印刷、泥金彩漆、青瓷等民间文
艺元素，馆方将四大主题分区中的每
件展品都配备了作品登记二维码，观
众扫描后即可查看版权信息，实现版
权可视化、透明化管理，为民间文艺
版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这
不仅增强了创作者的版权意识，也为
民间文艺项目的市场化奠定了制度保
障。馆内的活字拓印、彩漆演示等互
动体验项目，则让观众在沉浸式环境
中切身感受到“民间文艺+版权”的深
度融合，拉近了传统技艺与公众、与
市场的距离。

泥金彩漆民间文艺代表性传承人
胡亮亮坦言：“我们有些优质产品一推
出，很快就会被模仿，所以现在基本
每一个款式都进行作品登记，这对我
们来说是一种保护。”瑞安东梨民艺博
物馆馆长徐夏怡表示：“我们始终认
为，设计是可以为很多产业赋能的，

但前提是要有版权意识。尤其是对做
文案、做传统纹样的团队来说，版权
更是可以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性和原创性。”

云南版权馆以“古陶新韵 版权
赋能”为主题，打造集民间文艺活
化、版权转化于一体的沉浸式展示空
间，精选 200 余件以紫陶为主的民间
文艺版权作品进行展示。

“版权保护对手工艺人来说是一种
极大的鼓励和保障。”李艳飞陶艺工作
室负责人李艳飞说，过去由于作品登
记知识欠缺，靠自己的力量难以让作
品实现有效保护。“如今，政府主动搭
建平台，帮助大家进行作品登记，既
提升了作品的法律保障和市场竞争
力，也为品牌推广和形象塑造提供了
坚实支撑。”

云南建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鄢淑
梅表示，站在版权产业的高度，民间
文艺的价值不仅在于技艺本身，更在
于如何借助制度力量为其保驾护航。

“随着民间文艺从‘深闺’走向大
众，其市场价值日益凸显的同时，
也出现仿冒盗用等知识产权保护挑
战 。” 她 认 为 ，“ 民 间 文 艺 要 火 起
来，光有创意还不够，还需要有完

善的版权保护机制，帮助创作者解
决后顾之忧。版权与法律的深度结
合，是民间文艺走向更广阔市场、
更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海南也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版权
保护路径。海南版权馆以“守护海
南文化根脉 版权创新点亮未来”为
主题，保亭县、昌江县近 400 件民间
文艺版权精品亮相，从版权护航和
版权赋能的角度，向世界展示海南
黎族、苗族民间文艺的非凡魅力。
展出的黎锦龙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
重点对象，是黎族图腾崇拜与织锦工
艺碰撞的结晶。黎陶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完整保留着古老工艺特
点，其质朴的造型与独特的烧制工
艺，尽显黎族人民的智慧，具有较高
的版权价值。

据该展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海南文化馆与海南省律师协会签订合
作框架协议，成立“海南省文化艺术
和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站”。该
站通过整合文化资源与法律专业力
量，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维权
援助、普法宣传等多元化服务，为民
间文艺传承人及相关从业者提供坚实
的知识产权保护后盾。

以制度之力为民间文艺保驾护航

在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以“版权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为主题的版权专区聚焦民间
文艺传承保护。

宁夏版权馆各类具有宁夏特色的版
权作品，集中展现了宁夏中卫市以版权
为翼，创新版权保护与版权交易的生动
实践。

福建版权馆核心展示区以“东方第一
大港”为设计主线，活态展演区每日轮番
上演泉州南音、提线木偶等传统节目。

观众在重庆版权馆欣赏入围第十七
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
美术作品《牧牛图》《晨区》《苗家情
歌》等经典版画和授权合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