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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一直伴随
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行着，但由政
府直接主导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非
遗保护工作，还是一项比较新的事
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公约》。

《公约》对非遗的定义是：“被各社
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
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
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
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
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
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
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
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
的尊重”。这段话中，第一句明确了非
遗的定义，第二句规定了非遗的本质
特征，也是认定非遗的具体条件。

判断一个事项是不是非遗，有四
个要素：

一是“世代相传”。强调这种文化
遗产是现在还在延续的，而不是已经
失传或被时代舍弃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人类非遗代表作申报中，要求
重点说明：“当前该非遗项目对其所在
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意义”。入选
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都是当下
仍在实践而且还相当活跃的。

二是“社区和群体”。强调非遗的
社区性和民间性。同样是仪式节庆，
民俗性的是非遗，国家性的就不在《公
约》定义的非遗之列。足球等职业运
动，不是非遗，也不能参加申遗。宗教
和宗教文化，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等，也不是《公约》定义的非遗。一
些与宗教相关的音乐、舞蹈、戏剧、口
头传统被列入非遗，是因为它们主要
是民间和社区的，更多地与民间习俗
融合在一起，符合《公约》定义的非遗
的内涵和外延。

三是“互动”和“再创造”。强调非
遗不是静止不动的。非遗的“世代相
传”，不是同一个东西、同一种方式永
远不变地一代一代传下来，而是文化
传统在一代代人的能动实践中不断被
赋予新的创造。时代在发展，环境在
变化，人也在变化，每一代人乃至每一
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体验和认识，
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活力。正因如
此，才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才有文化
多样性的出现和丰富。这是非遗与文
物的本质区别。非遗不是文物，也不
是“活态的文物”。

四是“认同感”和“持续感”。强调
非遗的传承实践能让相关的人群体验
到共同秉承的传统，为相关群体提供
持续的认同感。这是非遗作为文化印
记和身份认同的主要体现。《公约》和
《非遗法》在定义非遗时，都用了一个
关键词“视为”。这两个“视为”，明确
了非遗的认定主体，即：某种文化现象
是不是某个民族或社区、群体及个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取决于相关
的群体或个人是否认同。例如缠足不
能被认为是非遗，不仅因为它是已被
抛弃、没有任何当代价值意义的历史
旧习，也因为它是强加给持有者的，从
来就没有得到持有者的真正认同。认
同感和持续感，也是我们理解民间节
庆、仪式活动的重要钥匙。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我国
的非遗在国际社会的可见度日益提
高。2016年底，“二十四节气”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
录，至此，我国已有39个非遗项目入
选教科文组织相关名录。

根据最新统计，内蒙古有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89项。前不久，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82人，内蒙古
共有40人入选。至此，内蒙古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
76人，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类
别。

今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察哈尔民间故事等88个项目为第六
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祝赞词（鄂尔多斯祝赞词、伊茹勒、
乌拉特祝赞词、科尔沁祝赞词）等50
个项目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
展名录项目。至此，自治区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达到704项。

非遗讲究“见人见物见生活”，近年
来内蒙古各地区在非遗保护方面成果
丰硕，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融
入现代生活，也使公众更多地了解非物
质文化遗产，体现了非遗宣传的教育功
能。

非遗是什么？

动漫品牌是动漫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关
键，科学管理动漫品牌，能够保证动漫品牌创
造价值。

内蒙古动漫品牌“草精灵”，创立于2012
年。第一部《草精灵》动画片共52集，是由60
多人的创作团队历经1000多个日夜精心打
造的，动画效果逼真，人物设定和服饰极具民
族特色。

它是中国首部草原生态题材3D动画片，同
时也是一部具有浓厚地域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格
的儿童动画，它将草原的生态环境知识深入浅
出地传达给孩子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草原，热爱
大草原，并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正确观念。

《草精灵》动画片总策划靳若纲说：“我们
更想表达的是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尽力
从孩子的视角去还原，告诉孩子要勇敢、善

良、坚持。《草精灵》就是要把符合儿童学习心
理的人性、人情、真爱、励志等体裁以动画艺
术的审美形式加以展现，让儿童在感动、兴
趣、欢愉中学习做人的品质和道理。”

《草精灵》立足于草原文化，在中国国际京
交会、德国动漫旅游展、首届内蒙古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主题展会、中国（深圳）文博
会、中国（重庆）服务贸易高峰论坛、草原文化
节均有亮相，曾在蒙古国、法国参展。2016年
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上线播出后，点击量已突
破5000万次。2017年初，《草精灵》在内蒙古
卫视首播后，陆续在国内各大卫视、专业动漫
频道、网络频道等百余家平台播出。

“生态动漫品牌‘草精灵’已经形成了以
草精灵动画片、草精灵故事汇、草精灵儿童绘
本、草精灵动漫舞台剧、草精灵衍生产品、草

精灵大电影、草精灵耕读文化园于一体的综
合文化品牌。”动画片出品人张晴心介绍。

大型儿童动漫舞台剧《草精灵之草原之
心》就是草精灵品牌的“落地之作”，它是以动
画片《草精灵》为人物原型，对故事情节进行
再创作，在80多分钟的演出中，创作团队为舞
台剧创作了25首歌曲，演员团队多达120人。

舞台剧《草精灵之草原之心》导演任冬伟
说：“我曾经拍过一些世界著名的儿童舞台
剧，如《丑小鸭》《木偶奇遇记》，但在艺术价值
上，我认为，我们原创动漫的艺术价值更高，
无论是人物名称，还是故事发生地都更接地
气儿，它是有很强生命力的。”

目前，“草精灵”创作团队正在打造儿童自
媒体平台“草精灵故事汇”，为孩子们在线录制
上百部国际大奖童书，推广儿童优质阅读。

提升原创动漫内在价值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新技术逐渐被动漫领域吸收，成为现代
动漫技术的关键和基础，不仅促进了内蒙古
动漫的发展，也拓展了动漫的外延领域。

作为内蒙古动漫领域的佼佼者，安达动
漫创作团队研制开发的《蒙古族优秀德育故
事》系列动漫成功入选文化部2016年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动漫扶持计划创意项目；原创
制作的三维动画《五只老鼠》在中国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举办的“2015优秀网络视听
作品推选活动”中，荣获优秀网络动画片一
等奖，并获得国际“鱼眼（FISHEYE）”电视节
金奖；三维动画《草原英雄小姐妹》荣获呼和
浩特市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成吉
思汗陵打造动漫旅游宣传片。

在已获得成就的基础上，近几年，安达
创作团队不断探索新的制作技术，让“动漫+

技术”完美融合。
采用Cave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了《沉

浸式乐园》系列、《儿童互动乐园系列和艺术
装置》系列，具体作品有《蒙古族民歌20首》
《江格尔》《沉浸花海》《飞鸟》《认知自然》《旅
游主题涂涂乐》《寻找兴安岭的小动物》《蒙古
元素》。

据负责人赵志明介绍，光影艺术主题乐
园是安达创作团队在2018年的重点项目。
利用全息、拼接投影、AR/VR、数字动漫等
技术打造光影艺术主题乐园。将蒙古秘史
题材、江格尔题材、传统民间故事、寓言故
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文物（讲述文物背
后的故事）利用高科技展示技术融入主题乐
园当中，让民族文化“活起来，走出去”，形成
自有 IP。运用各种数字感知、科技互动、新
媒体交互体验，使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特别
适用于主题公园、旅游景区、特色文旅小镇、

商业综合体、剧场升级等室内游乐休闲活
动，给观众带来更多更新奇好玩的新媒体艺
术玩法。

草原文化数字创意产业众创空间，是他
们的另一个筹备项目。这是一个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草原文化数字创意产业众创空间，
为草原文化领域创新创业和中小微文化企
业发展提供文化创意、技术的培训、实验环
境（全息实验室、CAVE实验室、AR/VR实
验室）、生产经营场地和信息咨询、投融资、
知识产权等各项服务，目的是拓宽中小微文
化企业创业发展渠道，加强对中小微文化企
业经营管理的培训和辅导，意在为致力于少
数民族文化传承和开发利用的企业及个人
打造一个资源整合及创新孵化平台。

让创意与动漫完美融合

动漫人才是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持续动
力，近年来，内蒙古优秀漫画家不断涌现，屡获
殊荣。

漫画家巴·毕力格出生于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左旗，他从小就喜欢画画，草原宁静安详的
生活，成为伴随他一生创作的源泉。1993年，
他的漫画作品首次刊登在《内蒙古日报》上，拉
开了他漫画创作生涯的序幕。他曾是《杂文选
刊》《读书文摘》《可乐》《看天下》等杂志的约稿
漫画家，至今已在《讽刺与幽默》《中国青年报》
《中国漫画》等刊物上发表上千幅作品。

漫画家贾锐军80年代末起利用业余时间
创作漫画，作品多次在报刊和网站上发表，多
件漫画作品在国内以及波兰、芬兰、法国、意大
利、奥地利等国际漫画大赛和大展上入选或获
奖。出版作品有《廉视野》和《廉视角》漫画集。

内蒙古动漫协会会长、世界动画协会会
员、中国国际设计艺术博览会嘉宾包白龙，不
断地寻求民族动漫的未来发展的突破口，创造
性地推出“一张图告诉你”“每日一浪”等漫画
形式的新闻图解。以新浪网为第一传播平台，
陆续成功发布了60多个系列热点、焦点以及
突发事件的新闻漫画图解。“一张图告诉你"图
解成为新媒体认可抢购的新闻产品。其中，

“一张图告诉你呼格吉勒图案当年办案人员都
去哪儿了”仅一周新浪网点击数就高达3.8亿
次，突破了网络新闻关注度的新纪录。

包头姑娘樊芊芊打造了一个属于孩子们
的绘画天地——“娃娃的梦工厂”。这里有190
多个孩子，每节课的主题都是老师们亲自设计，
帮助孩子们实现心中的愿望。樊芊芊说：“这是
一个造梦工厂，是集合关于美术的一切表现形
式以及孩子们的小愿望。我们的课程内容很奇
妙，比如认识世界，世界地图就是一个百宝箱，
你在上面点个点，老师们给你说出这里的名字、
文化、历史、动物、食物、习俗等等。我们通过这
样的方式让孩子将感兴趣的事物用绘画、手工、
构建的方式呈现出来。每个人都有梦想，娃娃

的造梦工厂，就是孩子编织梦想的地方。”
从资源到资本，动漫产业不仅需要文化内

容，更需要资金的支持，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投
入、高回报的行业。断裂的产业链条、倒挂的
制播体制、紧缺的创意研发和经营人才……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力量和国家政策的支持，
这些摆在眼前的困难，让从业者面对动漫市场
的硕大蛋糕，有心无力。

即便如此，内蒙古的动漫产业仍然以不可
抗拒之势从无序走向有序。品牌、技术和人才
的发展样本，传达了一种力量，动漫产业资源
整合是必然趋势，未来必将实现创意共享、资
源共享、技术共享、资金共享，共同壮大民族原
创动漫实力。

内蒙古电视台《动漫驿站》栏目制片人包
银峰说：“我国动漫产业在近几年发展比较迅
速，但仍然有许多人选择日本和欧美的动漫。
必须承认我们的国产动漫确实存在一些不足，
我们内蒙古动漫也相对滞后。但是我们仍然
要有信心把我们的民族动漫‘玩起来’，同时也
寄希望于年轻的动漫人，希望将来涌现出更多
更优秀的黑马，我相信未来内蒙古动漫也将会
屹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动漫之林。”

动漫产业发展第一动力

内蒙古动漫产业不断挖掘优秀草原文化资源，在品牌、技术、人才方面不断延伸产业的链条，创作出一大批
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

巴·毕力格漫画作品《相依为命》。

““娃娃的梦工厂娃娃的梦工厂””小学员的创意画小学员的创意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跃徐跃 摄摄 《草精灵》动漫衍生产品。本报记者 徐跃 摄

52集草原生态题材3D动画片《草精灵》。

儿童动漫舞台剧《草精灵之草原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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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毕力格漫画作品《你又走调了》。

品牌

技术

人才

动漫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内蒙古动漫产业成果显著。丰富的草原文化资源为内蒙古动漫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动漫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品牌与技术的理念贯穿于“作品”到“产品”的整
个创新过程当中；内蒙古动漫人才不断涌现；动漫衍生产品和延伸项目遍地开花。内蒙古动漫实现了从线上到线下的
完美着陆。 ——编者

春风骀荡
看文化

动漫旅游宣传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

﹄﹄

——
——

内
蒙
古
动
漫
产
业
发
展
速
写

内
蒙
古
动
漫
产
业
发
展
速
写

梦梦工工
厂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