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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召开黄河流域田野调查暨黄

河文化研究活动研讨会

11 月 11 日，由齐鲁师范学院主办、齐鲁师范学院中国

乡村调查研究中心承办的“黄河流域田野调查暨黄河文化研

究活动研讨会”在济南举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

化遗产处副处长蒋士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民

俗研究》主编张士闪出席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齐鲁师范学

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乡村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林松柏出

席并致辞。齐鲁师范学院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负责人，

相关学科二级学院院长和骨干教师参加研讨会并作交流。齐

鲁师范学院副校长、中国乡村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增主

持活动。

林松柏在致辞中指出，学校在前期工作和成果积累的基



础上，持续将田野调查的学术理念、技术路线作为齐鲁师范

学院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抓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学校自身优势和中共中央、国务院《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关于进一

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21）》重要文件，

特别是领会落实有关“完善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体系，大力保护黄河流域戏曲、武术、民俗、传统技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件精神。通过精心组织、政策倾斜和

制度保障，齐鲁师范学院将在黄河山东段组织省内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纵深田野调查，系统、深入

地梳理有关黄河流域下游核心地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的生存样态，同时对黄河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召开专

题学术研讨会，力争推出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研究成果

和建议提案。

在主题报告环节，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

处副处长蒋士秋以《黄河非遗保护相关知识及实践》为题，

从“我国、我省非遗基本情况”“我国我省黄河非遗基本情

况”“当前非遗基本保护理念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何做

好我省黄河非遗保护工作”等四个方面，通过翔实的数据统

计和学理分析，就我国我省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及如何

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怎样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历



史文脉、时代价值等问题做了详细解读。蒋士秋强调，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标志着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

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黄河在山东

流经济南、淄博、东营、济宁、泰安、德州、聊城、滨州、

菏泽等 9 市 66 个县（市、区），流域内非遗资源丰富、文化

生态多样。今年以来，全省非遗紧紧围绕黄河国家重大战略，

集思广议、研究实施了若干工作举措，非遗成为我省重大战

略、重大活动的亮点，当前非遗保护传承研究工作面临着难

得的发展机遇。针对当前“如何做好我省黄河非遗保护工作”

这一时代命题，蒋士秋从加强黄河流域非遗调查工作、夯实

黄河流域非遗传承基础、推进黄河流域非遗整体性保护、大

力弘扬黄河流域非遗等方面做了深刻总结和具体阐发。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民俗研究》主编、齐

鲁师范学院中国乡村调查研究中心特聘副主任张士闪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理念和调查要素为契入点，通过对

国家文旅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系统

解读，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记录和研究工作是

非遗保护事业的基础性工作。风好正是扬帆时，山东地区依

托黄河流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传统文化根基

深厚，具有从战略高度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深入挖掘蕴

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文化资源富矿的独特意义。在田野调查的



要点和具体操作范式方面，张士闪教授认为，应当从人物信

息、项目信息、文化要素、民间文献、活动形态等维度出发，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文本向语境转向，深入挖掘黄河流

域下游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

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礼俗智慧。

当前，以走向乡土社会为取向的田野调查研究，逐步成

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归中国语境，建构本土学术话语，参

与新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包括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在

内的广大农村地区，尤其具备以田野调查方法探讨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当代社会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振兴

问题的天然条件。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齐鲁师范学院将进

一步加强黄河流域非遗保护研究，与兄弟院校、各地文旅部

门会商非遗研究融入黄河战略、积极申报非遗保护研究基地，

大力开展黄河非遗保护课题研究，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