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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非遗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基于城市记忆与地方形象视角

卢　谦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00）

摘要：潮州非遗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城市记忆与地方形象的视角来看，潮州非遗不仅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塑造独特城市风貌与提升地方形象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文章简要概述潮州非遗文化的基本概念，揭示其对城市记忆唤起与地方形

象优化的作用机制，并对具体的实践案例及其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分析，期望能为城市的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潮州；非遗；城市记忆；地方形象

潮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非遗项目承载着潮州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是城市独特的

文化标识。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非

遗，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课题。在文

化视域下研究潮州非遗对城市记忆唤起和地方形象优化的作用机

制，展示非遗融入生活、连接未来、推动文化自信建设的无限可能，

对于传承和弘扬潮州文化、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

一、潮州非遗概述

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是一代代潮汕人智慧和情感

的积累，追溯其历史渊源可至上古时期。潮州地区自古以来便是

文化繁荣之地，特别是在唐宋时期，潮州成为重要的文化和经济

中心。彼时，潮州的陶瓷工艺、刺绣、木雕等传统手工艺逐渐成熟，

并流传至今。明清时期，潮剧等戏剧形式逐步成型，成为民众喜

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到了近代，潮州非遗项目进一步丰富，涵盖

了更多的民间习俗和手工技艺。

在潮汕这片充满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土地上，孕育了众多独特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传统手工艺。

主要包括潮州刺绣、潮州木雕、潮州陶瓷等，具有精湛的艺术工

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②民间文学。主要包括，潮州歌册、潮州

谚语等，体现出潮州人民的智慧和生活经验。③传统音乐与舞蹈。

如，潮剧、潮州大锣鼓、英歌舞等。这些艺术形式不仅仅具有娱

乐的作用，其更是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④民俗节庆。如盂兰

胜会、中秋烧塔等节日庆祝活动。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不仅使

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也增强了当地民众的凝聚力。⑤传统

医药。如潮州工夫茶、凉茶等，这些医药知识流传多年，时至今

日仍然被广泛运用。

二、潮州非遗对城市记忆唤起的作用机制

（一）潮州非遗对城市记忆唤起的作用机制分析

1. 传承历史文化

城市中的非遗见证者城市的历史变迁，是城市文化记忆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潮汕非遗是潮汕地区发展变迁的历史见证者与文

化传承者，他们是潮汕人民智慧的结晶。例如，工艺复杂、精美

细致的潮绣、韵味悠长、优雅动听的潮剧、巧夺天工，雕技无双

的潮汕木雕等。这些非遗文化反映了潮汕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

会风貌与审美观念，加强非遗传统文化的保护，创新非遗技艺的

传承路径，推动非遗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融合，能够使得城市

的历史记忆得以延续，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光彩。

2. 增强文化认同

非遗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当地人民的情感和

价值观，代表了当地独特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潮州人对本地区

非遗的热爱和传承，增强了他们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进

而唤起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共同记忆。

3. 构建文化空间

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潮州的古街古巷、庙宇祠堂等是非

遗的重要展示场所，这些空间与非遗相互依存，构成了独特的文

化景观。历经时间打磨的古街古巷、传统建筑，仿佛历史文化的

物质载体和空间容器，无言的呈现着传统的工艺和独特的民俗，

承载着丰富的市井烟火、原生文化和乡愁情怀，是一个城市文脉

赓续的历史缩影和发展演进的具象写照。当人们置身其中，能够

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唤起对城市过去的记忆。

（二）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唤起城市记忆的具体路径

1.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

教育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唤醒城市记忆的重要途径。教育

部门与文化部门可以通过组织协调，打造非遗技术进校园项目，

推动非遗与学校教育的融合的常态化、系统化、制度化。为保障

教学效果，学校应当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基本的教学培训，同时学

校可以配备相应的教学助手，选派教师向传承人学习。通过将非

遗项目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可以

有效延续城市记忆。

潮州市开展了多项非遗进校园的项目，在中小学设立了非遗

课程并邀请传承人授课，教授学生潮州刺绣、潮剧等非遗内容，

课程开设以来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喜爱。这种方式能够让学生真正

“触摸”到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化自信，

也让他们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

成人教育和社区培训也是教育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举

办各类培训班和工作坊，让成年人及社区居民参与到非遗技艺的

学习和实践中，通过专业教师和非遗传承人的记忆传授，促进广

大群众对非遗文化的了解与认知，形成全民参与、共同传承的局面，

进而推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2. 社区参与与公众互动

社区参与与公众互动是唤起城市记忆，激活文化脉络的另一

重要路径。在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许多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文化

基因面临着被遗忘的风险。而社区的积极介入与民众的广泛参与，

则为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复苏与传承的土壤。通过组织丰

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吸引居民参与非遗实践，可以使非遗文化深

入人心。

这些活动不仅是局限于让大众限于简单的观赏或听讲，而是

促使居民亲身投入实践中，参与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学习古老

技艺的精髓，还是参与传统戏曲、舞蹈的表演，都能让居民在动

手与表演中感受到非遗文化的温度与深度，从而激发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与尊重。例如，潮州市定期举办非遗展示和体验活动，

让居民亲身参与制作传统工艺品、表演传统节目等。这不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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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此外，

利用现代媒体和技术手段，通过纪录片、社交媒体等形式宣传非

遗文化，也可以有效激发公众的兴趣和参与热情。

3. 科技手段与数字化保护

科技手段与数字化保护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城市记忆的唤起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

推动了非遗文化创作、传播，以及向可共享、可再生数字形态的

转化。其有利于推动城市现代文明的全景呈现，并推动非遗文化

以多种形式融入城市的建设中，走进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身边，

通过增强体验感的方式使全民参与到了解非遗、保护非遗、传承

非遗的队伍中，共同激发全民非遗保护传承活力，延续城市的文脉。

例如，通过数字档案、虚拟现实、3D 打印等技术手段，可以将非

遗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记录和展示。潮州市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了

非遗数据库，收录了大量关于潮州刺绣、木雕等技艺的数字化资

料，方便公众查询和学习。此外，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历史场景，

能够优化观众的体验，让他们身临其境地体验潮州的历史文化，

也是一种有效的记忆唤起方式。

随着 3D 打印、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不断成熟，非遗文化

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应用也将迎来更多可能。利用 3D 打印技术，

可以复制非遗作品，在保留原作艺术价值的同时又能大规模推广

与展示；而人工智能的加入，则能通过对非遗数据的深度学习，

辅助创作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审美的新作品，进一步拓宽非

遗文化的传承边界。这些科技手段不仅提高了非遗保护的水平，

也为城市记忆的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

三、潮州非遗对地方形象优化的作用机制

（一）潮州非遗对地方形象优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1. 塑造文化品牌

文化是城市竞争的核心资源，尤其城市文化品牌作为城市文

化禀赋的高度凝练，通过有效的传统可以彰显城市文化的底蕴、

展现城市文化的形象、增强城市身份的辨识、赋能城市品质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文化品牌作为

民族文化和城市特色的重要载体，其作用正在日益凸显。

潮州非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价值，富有“中国瓷都”“中国刺绣艺术之乡”等美称，成为了

城市的文化名片。潮州刺绣、潮州木雕等非遗项目，其对于塑造

城市文化品牌、打造地方形象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提升潮州在

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塑造了富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形

象。

2. 促进文旅融合

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是当下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趋

势，为地方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其不仅能够

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旅客旅游体验的深度与广度，同

时更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非遗文化得以跨越

地域限制，触及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在潮州，非遗与文旅的结合成效显著。牌坊街上，潮绣表演

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游客们争相观赏的文化

盛宴。这些表演不仅展示了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

湛技艺，更让游客在近距离的观赏中，深刻感受到了潮州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韵味。同时，潮州美食作为非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以其独特的口味和制作工艺，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

品尝。促使非遗文化与旅游行业的融合，不仅让游客在享受潮汕

美食、潮汕艺术的同时，领略到了潮州人的智慧与热情，更让潮

州的地方形象因非遗文化的加持而更加生动、鲜活。

（二）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形象优化实践路径

1. 建立非遗展示中心

建立非遗展示中心，是优化地方形象、传承与弘扬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举措。非遗场馆通过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直观了解非遗文化的窗口，能够增强人们对地

方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感，进而提升地方形象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潮州市设立了多个非遗展示中心和博物馆，如潮州非遗展示

馆、潮州工夫茶博物馆等。这些场馆不仅展示了潮州丰富的非遗

文化资源，更通过现代化的展示手段，让公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

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在潮州非遗展示馆，游客可以欣赏到潮绣、

潮州木雕等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精美展品，了解这些技艺的历史渊

源和传承情况；在潮州工夫茶博物馆，游客则可以亲身体验工夫

茶的制作过程，感受潮州茶文化的独特韵味。这些场馆通过实物

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向公众普及非遗知识，增强人们对潮州

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2. 举办文化活动

举办各类非遗文化活动，是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

升地方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手段。这些活动通过生动的展示和

体验，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同时也推

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潮州市在每年定期举办各类非遗文化活动，如盂兰胜会、中

秋烧塔等节庆活动。盂兰胜会作为潮州的传统民俗活动，以其独

特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活动中，人

们通过祭祀、祈福等方式，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中秋烧塔活动，则是潮州人民庆祝中秋佳节的重要方式之一，

通过烧塔、赏月等活动，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这些活动不仅

吸引了大量游客，也通过媒体的报道扩大了潮州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3. 推出文化旅游线路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非遗 + 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

游业态，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推动文旅

发展的新动力。推出以非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线路，是提升地方

文化旅游品质、丰富游客体验的重要举措

潮州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潮州市政府积极响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号召，推出了多条以非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涵

盖了潮绣、潮瓷、潮雕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及众多传统村落和

历史街区。游客在这些线路中，不仅可以欣赏到精美的非遗作品，

还能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感受潮州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外，潮州市还通过举办非遗文化节、文化展览等活动，进一步

丰富了文化旅游线路的内涵，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吸引了大

量国内外游客前来潮州旅游。

4. 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对非遗的宣传和教育，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非遗的认

知度和认同感，还能激发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的热情与参与度。

潮州市作为中国非遗资源丰富的城市之一，高度重视非遗的宣传

教育工作。近年来，潮州市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对非遗的

宣传和教育。一方面，潮州市积极制作非遗纪录片，如《绣美岭

南——潮绣》《南国窑火——陶瓷》，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平

台广泛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潮州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

潮州市还出版了多本关于非遗的书籍，系统介绍了潮州非遗的历

史渊源、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为公众提供了深入了解非遗的窗

口。此外，潮州市还定期举办非遗学术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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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探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为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

潮州市还将非遗知识纳入中小学课程，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

等方式，培养青少年对本地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为非遗的传承培

养新生力量。

5. 培育非遗传承人

非遗技艺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民族记忆和

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设立传承基地、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

可以激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吸引更多年轻人学习

和传承传统技艺，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确保非遗技

艺得以延续和发展。一个拥有众多优秀非遗传承人的城市，不仅

能够在文化上保持独特性和竞争力，还能在旅游、文化创意等领

域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为了吸引和培养更多年轻人学习和传承非遗技艺，潮州市政

府设立了多个非遗传承基地，为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平台。

同时，潮州市还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举办技艺大赛等方式，鼓励

年轻人积极投身非遗技艺的学习和传承。这些措施不仅激发了年

轻人对非遗技艺的兴趣和热情，还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才华和提升

技艺的机会。在潮州市政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

注和参与非遗技艺的传承，为潮州非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了

新的力量。这些优秀的非遗传承人不仅成为潮州文化的传承者，

也成为了地方形象的重要代表。

四、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案例及成效分析

（一）潮州工夫茶艺的文化传播

潮州工夫茶艺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已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夫茶艺不仅是一种饮茶习惯，更是一

种艺术体验和文化传承。通过茶文化推广活动和国际交流，潮州

工夫茶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每年在潮州举办的茶文

化节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和茶文化爱好者，他们在这里不仅

能品尝到正宗的工夫茶，还能学习到丰富的茶艺知识。

同时，潮州工夫茶艺的发展也带动了茶叶种植、加工和旅游

业的发展。潮州的茶叶产业逐年增长，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产业之一；茶艺培训和茶具制作等相关行业也蓬勃发展，为当地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此外，工夫茶艺不仅在经济上带来效益，

还在社会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推广工夫茶艺，潮州市民的

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社区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也更加

频繁。

（二）潮州刺绣的传承与创新

潮绣与我国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粤绣相仿，其在历

史背景、艺术风格和工艺特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色。

潮绣以构图均称、色彩富丽堂皇著称，其作品生动形象、金碧辉煌。

近年来，潮州刺绣在传承与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保护

和传承潮州刺绣技艺，当地政府设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并通过

师徒制模式培养新一代的刺绣艺人。潮州许多学校还开设了刺绣

课程，邀请传承人授课，让学生从小接触和学习这门传统技艺。

潮州刺绣通过参加国内外展览和博览会，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电商平台的发展也为潮州刺绣打开了新的

销售渠道，使之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与此同时，对于潮州刺绣的创新也在持续推进，在保持传统

技艺的基础上，潮州刺绣不断融入现代元素进行创新。例如，将

刺绣与时尚设计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符合现代审美的刺绣作品，

如服饰、配饰和家居用品等。这些创新不仅扩大了潮州刺绣的市场，

也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韩文公祠的保护与利用

韩文公祠是为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而建的祠堂，是潮州重

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近年来，韩文公祠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果。经过多次修缮和维护，韩文公祠保留了其原有的

建筑风貌和历史价值。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祠堂的保护工程，

确保其结构安全和文物完整。同时，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防止

文物被盗或破坏；同时，韩公祠还是潮州市廉政教育基地，祠内

有《韩愈文化的传承》《勤政廉政的唐代官员典范——韩愈》主

题展，讲述了韩愈勤政高效的官风官德、廉洁奉公等内容。同时，

展馆内还配套了投影翻书设备、讲述“潮州汉语文化”的触摸屏

一体机等，以多种形式来诠释韩愈的勤廉品质，使前去韩愈祠当

地群众、远方游客能够获得更加良好的体验。潮州市每年还会举

行韩愈诞辰纪念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韩文公祠也是

潮州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被纳入多条旅游线路中。通过开发相

关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如文创商品和特色体验项目等，进一步提

升了韩文公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不仅促进了文化旅游的发展，

也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五、结束语

潮州非遗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了潮州的历史变

迁和文化发展，在文化视域下对城市记忆唤起和地方形象优化发

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传承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促进文旅融合、

推动文化创新等多种机制，潮州非遗使城市记忆得以传承和延续，

地方形象得以优化和提升。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潮州非遗的保护

和传承，充分发挥其在城市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让这座千年古城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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