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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同（196-？），字协卿，三国
魏高密人，初授郎中，升侍中，赐爵
关内侯，拜光禄大夫。

康熙《高密县志》关于郑小同的记载

郑小同所撰《郑志》

  郑小同为其父遗腹子，由祖父
郑玄抚养，其手纹与郑玄相似，郑玄
为其取名小同。汉末三国名士华歆
曾举荐他说：“少有令质，学综六经，
行著乡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
然，美其气量，迹其所履，有质直不
渝之性。然而恪恭静默，色养其亲，
不治可见之美，不竞人间之名。”魏
文帝时拜郎中，齐王曹芳在位时拜
为侍中，高贵乡公曹髦时赐爵关内
侯。甘露三年（285），诏以关内侯王
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陈留王时
加授光禄大夫。郑小同曾与同族郑
冲为高贵乡公曹髦讲授《尚书》，与
郑冲同被赏赐。《荥阳郑氏族谱》记
载，郑冲先祖郑立与郑小同先祖郑
崇为胞兄弟，均为御史郑宾之子。曹
魏末年，郑冲官拜司空，封寿光侯，
司马氏建立西晋，为开国元勋，进封
太傅、寿光公。
  魏国末年，司马氏操纵朝政，郑
小同为司马氏所不喜。一日，郑小同
拜谒司马昭，司马昭有密疏未加密
封，如厕归来，怀疑他窥视，说：“宁
我负卿，卿勿负我”，遂将他毒杀。郑
小同曾整理祖父郑玄遗作成《郑志》
十一卷，早已亡佚，今有辑本传世。
另著有《礼仪》四卷。郑小同著有《日
蚀考负议》，载《通典》卷七十八。

（资料来源《潍坊历史名人》）

  巴黎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人民
的目光，除了英姿勃发的奥运健儿，
潍坊风筝“中国龙”也成为关注的
焦点。
  奥运会期间，由中国奥委会主
办的“龙马风度 体育精神——— 中
华体育文化展”在法国巴黎举举行行。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领略源远流
长的中华体育文化的同时，被展区
中央一条高6米、宽5米的中国巨龙
花灯深深吸引。该花灯由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潍坊风筝代表性
传承人王永训历时一个月扎制完
成，以神采飞扬的姿态，为巴黎奥运
会增添了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潍坊非遗走出国门，成为对外
友好交流的“使者”。在今年潍坊国
际风筝会期间，我市风筝非遗艺人
受邀参加法国第37届贝尔克国际风
筝节进行风筝放飞、展演活动，潍坊
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城市参加，“中国
龙”风筝在法国大放异彩，现场还举
办了非遗美食推介活动，拉近了与
外国友人的距离。今年3月，“美美与
共 好客山东”文化旅游推介活动
在美国旧金山举办，来自潍坊市的
非遗传承人郭洪利和杨乃东在现场
分别进行了风筝扎制和木版年画制
作展演，精巧别致的风筝、古香古色
的木版年画，吸引了众人目光。此
外，我市实施“潍坊好手艺”世界行
计划，举办系列海外非遗展演展示
活动，让更多海外朋友领略潍坊非
遗的魅力。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非遗走
向世界，用非遗讲好中国故事潍坊

篇章，举办系列海外非遗
展演展示活动，让非

遗出海，让更多
人 了 解 潍 坊

文化。

  日前，第三届海
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大会在安丘市举办，
为两岸同胞奉上了一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遗盛宴。
  展演大会上，孙膑拳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海港与中
华台北武术总会的孙膑拳同门曾桂
国进行了同台演练，6位武术名家进
行了武术联演，来自湖北的恩施摆
手舞、安徽的当涂民歌、新疆的卡龙
琴艺术等非遗项目先后登台表演，
潍坊风筝、潍坊核雕、景芝酒传统酿
造技艺等70多个非遗项目进行了现
场展示，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北京中国非遗馆举办的“气
象万千——— 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主题
展”暑期火爆，每天入馆游客超1.5万
人。其中，潍坊展出的“百鸟朝凤”
“中国龙凤筝”“老猫花灯”非遗特色
作品成为最热“打卡”项目，让潍坊
非遗传播持续“破圈”。
  一直以来，我市注重实施非遗
社区建设、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工
程，通过国际风筝会、文展会、非遗购
物节等节会活动，拓宽非遗传播渠
道。建立非遗直播基地，开设传承人
直播培训班，推进非遗传播立体化
发展。通过评先树优和经费扶持，激
励非遗带头人启智扶志。构筑阶梯
式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手工艺传承
人职业化发展。在30个古村落和社区
推进非遗社区建设，从生态上优化
生存环境，从活态上推进文化认同，
从业态上激活创造能力。打造乡村
非遗传承、联营、传播三大平台，让乡
村因非遗更美，让村民因手艺更富。

　 从“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九
千绣花女，十万织布机”，到享誉世界
的风筝，再到“圈粉”外国友人的面塑、
年画……潍坊非遗不仅是古老的手
艺，更是美学的传承。非遗源于生活，
在传承中让其回归生活，才能持续焕
发生机活力。
  8月9日，由中共潍坊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机关、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的“潍品尚洁·廉意生活”潍坊市廉
洁文化文创展落下帷幕。《出淤泥不染
清正廉洁》剪纸、《夏韵莲廉》黑陶赏
盘、“郑板桥系列”主题核雕、“书写清
廉人生”办公用品……展览中的150件

（套）特色廉洁文创作品，反映了晏婴、
郑板桥、王尽美等廉洁人物，“梅兰竹
菊莲”花语等主题。这些作品将廉洁文
化融入日常、融入生活，充分展示了廉
洁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成就，受到
了市民的喜爱，也为更好潍坊建设赋
能添彩。
　 近年来，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
护区服务中心通过理念创新和模式创
新下的新时代非遗系统性保护实践，
主动将潍坊非遗融入民众生活、融入
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城乡旅游发展、融
入文创产业，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水平
跨越提升。通过组织开展非遗主题群
众性活动，将传统舞蹈、戏剧、曲艺、音
乐、体育、游艺与杂技和民间工艺表演
送到群众身边。挖掘非遗项目旅游潜
力，利用非遗资源发展旅游业态。创意
开发“多彩民艺、秀美山村、寻古探幽、
渔盐耕读”四条非遗特色体验式旅游
线路，推出十笏园非遗空间、杨家埠民
间艺术大观园、聂家庄泥塑村等40余
个非遗沉浸式体验景区、景点，吸引上
百万名学子体验学习。此外，引入抖
音、快手等多媒体传播矩阵，实现线下
与线上销售、私人定制等新营销手段
同步发力。

  日前，黄河流域文化生
态保护区建设交流观摩活动在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举
办，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
内涵和时代价值，促进黄河流域文化
生态保护区建设交流互鉴，提升区域
性整体保护水平，推动黄河流域非遗
保护传承弘扬和高质量发展。作为
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齐鲁文化（潍坊）生
态保护区在此次活动中作典型
发言。近年来，齐鲁文化(潍坊)
生态保护区锚定建设国家一
流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样板
目标，注重文化生态保护区
建设和非遗项目保护传
承，探索形成“1455”建设路
径，非遗保护工作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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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方寸之间”

潍坊市小幅油画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
凤）8月23日，由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
务中心、潍坊市美术馆、潍坊市油画学会等共同
主办的“气韵精神·家乡之美”2024“方寸之间”
潍坊市小幅油画作品展在临朐县博物馆开展。
  此次展览共展出油画作品100幅，尺寸均在
40平方厘米以内，小小画布展现出万千世界和
油画家们孜孜以求的探索之路，是一次难得的
油画艺术盛宴。作品展将在我市各县市区巡展，
与各县市区文旅部门和艺术爱好者展开互动，
持续至9月22日。
  “方寸之间”潍坊市小幅油画作品展自2019
年至今已连续举办六届，秉承“研究超越、突破
创新”学术思想，鼓励油画家们在日常创作中勇
于突破自我，不断探索油画表现的新方法、新方
向，努力寻找油画创作中的个性化语言。

市博物馆精美文创产品

参展第十届“博博会”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
凤）8月23日至26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
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简称博博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敕勒
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潍坊市博物馆携数百件
精美文创产品、出版物等，在会展中心精彩亮
相，受到当地市民和同行人士的欢迎。
  本届博博会主题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教
研并重 数实融会”。作为中国博物馆界的重要
盛事，本届博博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博物
馆、文化机构、技术公司以及文化爱好者广泛关
注。此次展会是一次文化与科技的碰撞，更是一
次让公众沉浸在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盛宴。

我市在第五届山东省少儿曲艺

展演中获佳绩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
凤）8月24日，由山东省文联和山东省曲艺家协
会主办的第五届山东省少儿曲艺展演在滨州市
举行，我市8件曲艺作品脱颖而出，荣获佳绩。
  在展演现场，参赛选手们以精湛的技艺、生
动的表演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经过
激烈角逐，我市选送的曲艺作品凭借鲜明的主
题、深刻的思想内涵，荣获5个最佳节目奖、3个
优秀节目奖。在当晚的颁奖晚会上，群口快板
《我的家乡真美丽》、花板联唱《玲珑塔》代表获
奖节目参加展演。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 潘来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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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中华体育文化展上的中国巨龙花
灯。（资料图片）图②：在第三届海峡两岸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演大会上的土家族摆手舞表
演。图③：潍坊风筝走进尼泊尔。（资料图

片）图④：市民参观潍坊市廉洁文化文创
展。图⑤：潍坊市廉洁文化文创展丰

富的展品。图⑥：在第三届海峡两
岸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大会

上的当涂民歌表演。

创新

为非遗“减龄”
◎宋玉璐

  非遗文化犹如一颗颗璀璨明珠，承载着历
史的记忆、民族的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
富。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中，不少非遗项目面临
着传承困境，甚至濒临消亡。束之高阁不是出
路，唯有创新才能为非遗注入新活力，让其“见
人、见物、见生活”，带着勃勃生机走入公众视
野，在现代社会中绽放新光彩。
  创新为非遗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传统的非
遗技艺往往局限于特定的工艺和表现手法，难以
吸引年轻一代的目光。通过与现代科技、艺术相
结合，非遗可以呈现出更加新颖、时尚的面貌。例
如，利用3D打印技术复制非遗工艺品，让人们可
以更直观地感受其精美细节；将非遗元素融入动
漫、游戏等流行文化中，引发年轻人的兴趣和关
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潍坊风筝传承人郭洪
利，就将风筝与“恋与深空”“王者荣耀”等游戏IP
开展联名活动、跨界合作，积极探索本地非遗与
现代文化生活的连接点。这些创新的表现形式，
不仅拓宽了非遗的传播渠道，也为其传承发展带
来了机遇。
  创新赋予非遗新的实用价值。许多非遗项目
在过去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但随着
时代的变迁，其原有的实用功能逐渐被现代产品
所取代。通过创新设计，非遗可以与现代生活相
结合，重新获得实用价值。如将传统的刺绣工艺
应用于现代服饰、家居用品中，国潮元素即为时
尚风向标；漆扇、冰箱贴、迷你年画等文创产品，
既传承了文化又满足了市场需求。这种创新方式
将文化符号烙印在日常生活，让非遗得以延续，
也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文化内涵。
  创新推动非遗传承方式的变革。传统的非
遗传承主要依靠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等方式，存
在传承范围窄、传承效率低等问题，导致至今仍
有大批优秀技艺藏在深山人未识。而创新的传
承方式，如开设非遗培训班、举办非遗文化节、
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教学等，可以让人们更多
地了解和学习非遗技艺。近日，高密市姜庄镇的
红高粱艺博园迎来一拨研学游团队，潍坊市级
泥塑代表性传承人为孩子们演示泥塑制作技
艺，非遗研学项目在今夏越发火热。非遗只有对
年轻一代产生吸引力，才能源源不断注入新
血液。
  非遗保护，重在传承、功在创新。创新是时
代的主题，也是非遗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不断
创新，非遗才能被更多人感知、喜爱，焕发出新
时代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