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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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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60

省份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

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中国艺术

研究院

姓名

马金凤

陈小旺

王素花

石九梅

刘登雄

杨坚平

潘柏林

唐买社公

杨似玉

闭克坚

陈育明

符林早

张登洋

陈巧缘

陈 林

万政文

王景才

郭有珍

李增保

洛桑多吉

尼玛次仁

高凤莲

马金山

西合道

马进明

张宝玉

艾赛提·莫合塔

萨日塔洪·
哈德尔阿洪

阿瓦依·哈尼

塞提

吴 钊

性别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瑶

侗

壮

汉

黎

汉

汉

汉

苗

苗

彝

拉祜

藏

藏

汉

东乡

藏

撒拉

回

维吾尔

柯尔克孜

哈萨克

汉

出生年月

1922.11

1945.10

1935.4

1951.7

1961.3

1932.1

1953.7

1944.1

1955.8

1938.7

1937.10

1964.5

1963.11

1967.2

1960.7

1951.2

1968.2

1943.5

1929.1

1956.9

1959.8

1936.2

1946.7

1946.2

1947.11

1946.9

1938.7

1941.12

1967.5

1935.12

项目类别

传统戏剧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

传统美术

传统美术

传统戏剧

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

民俗

传统技艺

传统戏剧

传统戏剧

传统技艺

传统音乐

传统戏剧

传统技艺

传统舞蹈

传统舞蹈

民间文学

传统舞蹈

传统医药

传统医药

传统美术

传统音乐

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

传统医药

传统音乐

民间文学

传统美术

传统音乐

项目名称

豫剧

太极拳（陈氏太极拳）

汴绣

挑花（黄梅挑花）

祁剧

粤绣

石湾陶塑技艺

瑶族耍歌堂

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壮剧

琼剧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吹打（金桥吹打）

川剧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五粮液酒传统酿

造技艺）

木鼓舞（反排苗族木鼓舞）

苗族芦笙舞（滚山珠）

梅葛

拉祜族芦笙舞

藏医药（藏药七十味珍珠丸配伍技艺）

藏医药（拉萨北派藏医水银洗炼法和藏药

仁青常觉配伍技艺）

剪纸（延川剪纸）

花儿（松鸣岩花儿会）

热贡艺术

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

回族医药（张氏回医正骨疗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哈密木卡姆）

玛纳斯

哈萨克毡绣和布绣

古琴艺术

备注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省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

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姓名

谭元寿

李春珂

连丽如

何凯英

王毓宝

袁淑梅

柳惠武

任跟心

宝音德力

格尔

布 林

邢传佩

王中堂

吴明新

张静娴

张心一

张美芳

徐秀棠

邢晏芝

陆光正

高公博

毛正聪

石春彩

邢春荣

蒯正华

黄春财

王顺明

冯久和

黄云鹏

郎咸芬

姚忠贤

性别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民族

汉

汉

满

汉

汉

汉

汉

汉

蒙古

蒙古

汉

汉

赫哲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出生年月

1928.11

1949.3

1942.2

1956.5

1926.11

1966.4

1955.1

1963.9

1932

1940.1

1956.11

1934.7

1937.2

1947.4

1958.2

1946.8

1937.12

1948.10

1945.4

1949.10

1940.10

1951.12

1954.5

1962.4

1936.5

1954.3

1928.1

1942.05

1935.9

1941.12

项目类别

传统戏剧

传统美术

曲艺

传统技艺

曲艺

传统戏剧

传统医药

传统戏剧

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曲艺

曲艺

传统戏剧

传统技艺

传统技艺

传统技艺

曲艺

传统美术

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

传统舞蹈

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

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

传统戏剧

曲艺

项目名称

京剧

象牙雕刻

北京评书

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

天津时调

评剧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定坤丹制作技艺）

蒲州梆子

蒙古族长调民歌

蒙古族马头琴音乐

高跷（海城高跷）

东北二人转

赫哲族伊玛堪

昆曲

金银细工制作技艺

苏绣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

苏州评弹（苏州弹词）

东阳木雕

乐清黄杨木雕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

花鼓灯（蚌埠花鼓灯）

宣纸制作技艺

徽州三雕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

寿山石雕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吕剧

山东琴书

备注

2013年 5月

22日去世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二届中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颁奖仪

式”，6 月 6 日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行。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中国泛

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徐建兵，

文 化 部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司 司 长 马 文

辉、副司长王福州、蒋明清，中国艺术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茜、副院长吕品

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有关

专家、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代表、有

关媒体代表与获奖传承人共 150 余人

出席了颁奖仪式。颁奖仪式由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李

新风主持。

“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

奖”（以下简称“薪传奖”）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办、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是我国首个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专

业工作机构设立的国家级专业奖项。

“薪传奖”旨在表彰为中华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做出杰出贡献的各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以推动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弘扬。“薪传奖”每年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出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60名。

去年 6 月 6 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已为 60 位做出杰出贡献的

传承人颁发了首届“薪传奖”。文化部

部长蔡武为首届颁奖发了贺信。他在

信中指出：“‘薪传奖’不仅对提升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影响力，营造

全社会尊重传承人的良好氛围具有积

极作用，还将对逐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保护的社会激励机制，探索符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规律的保护方式，

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的内在

动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希望大家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努力，在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工作中作

出更大的贡献，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年

来，“薪传奖”的评选在社会上引起了热

烈的反响。各位获奖传承人备受鼓舞，

以更大的积极性、创造性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薪传奖”的设立，对营造全

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

尊重传承人的良好氛围起到了明显而

积极的作用。

在首届“薪传奖”成功举办的基础

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继续与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合作，举办第二届“薪传奖”

的评选和颁奖。第二届“薪传奖”继续

秉持公平、公正、严格、规范的原则，面

向我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通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推荐、专家提名或传承人自荐构成候

选人，最后经专家评审选出 60 位杰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第二届

“薪传奖”。

王文章在“第二届‘薪传奖’颁奖仪

式”上致词，对各位获奖传承人表示热

烈祝贺。他指出，10 多年来，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显著成绩，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中国

的保护工作实践得到国际社会很高评

价。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体系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由儒家文化、道

家文化、佛教文化组成，但呈现为中华

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这才急需我们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保护、保存那些承载着我们民族记忆、

文化轨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

我们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

有了深切认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按照

科学保护的原则推进，保护的成效和

成果显著，其中，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近十多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有力推进，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的地位、价值得到尊重与肯

定，传承人的作用得以发挥。这也正

是我们设立“薪传奖”的初衷。就是要

承认他们的价值，给予他们应有的尊

重与地位，使他们的作用得到更好的

发挥。第二，我国在十几年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已形成一个较

为科学、健全的体系。在这方面，我们

重要的经验是：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身的传承规律，针对不同形态的“非

遗”项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通过

普查建立国家级项目名录，包括建立

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公布

制度，还有整个保护体系和保护措施

的完善，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 作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 。 第

三，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

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2011 年 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使我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根本

性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王文章指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

成果，是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

重视与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其

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是各级传承人的传

承，保护成果凝聚了每一位传承人的不

懈努力。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

活态方式存续，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主要

载体。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

的传承，文化根脉的延续，需要通过传

承人言传身教才能够传承下来。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是该项文化遗

产的持有人，各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是持有人中核心组成部分，自然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核心。承载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命的传承，不仅

肩负着延续传统文脉的使命，而且对确

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在动力的持

久发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

们大力宣传和呼吁提升传承人的地位，

尊重传承人的传承，这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

设立“薪传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体

现。比如在第二届“薪传奖”颁奖仪式

即将举办之时，一位获奖传承人、著名

蒙古族长调民歌演唱家宝音德力格尔

因病去世。在我们心情感到无比沉痛

的同时，略感欣慰的是这位传承人用毕

生精力传徒授艺，使她的艺术生命仍能

够在众多的传承人身上得以延续，这也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意义所

在。因此，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化

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

与和积极支持。“非遗”保护同样如此。

大型民营企业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在出资设立“中华艺文奖”之后，再

次出资设立“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薪传奖”，更加体现其“奋发有为，服

务社会”的企业责任感，体现了社会参

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

徐建兵代表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讲话，对获奖传承人表示祝贺。

他说：“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使其世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是

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得益于社会、奉献于社会’是我们长期

以来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参与‘薪传奖’

的设立，能够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和保护尽绵薄之力，在中华文化的

弘扬和传承中承担更多责任和使命，是

我们的荣幸，更是我们的责任和孜孜以

求的愿望。希望‘薪传奖’越办越好，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在颁奖仪式上，王文章、马文辉、徐

建兵共同为获奖传承人颁发奖杯和获

奖证书。

第二届“薪传奖”获奖者、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袁淑梅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制瓷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云鹏代表获奖传

承人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言，表示

要认真履行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立足

自身，扎根传统，放眼未来，既要继承好

前辈的优秀成果，搜集、整理、保存好相

关资料，更要用更好的、更有效的形式，

积极做好“传帮带”工作，全心全意做好

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

工作。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

富代表专家发言。他说，“ 薪 火 传 无

尽，春从腊底生。”我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保护工作走过了不平凡的 10

年。10 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以空前的浪潮，向全社会传递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这

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守护我们的精神

家园、实现中国梦的不可或缺的宝贵

精神支柱。各位传承人求真务实、孜

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贡献，体现了宝贵

的“薪传精神”，应当在全社会发扬光

大，这是因为，“薪传”不仅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的义务，也应该是所有

有志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人

士的共同追求。

“薪传奖”的设立，对全面贯彻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 府 主 导 、社 会 参

与”的工作原则起到了积极作用；对逐

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社

会激励机制，探索符合非物质文化遗

产自身规律的保护方式，激发非物质

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的内在动力具有重

要意义。相信随着“薪传奖”的继续举

办，它所产生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对

广大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对文化事业的推进，也将发

生重要的作用。

“第二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获奖人员名单（60人）

“第二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举行颁奖仪式

“第二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颁奖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