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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遗”守护精神家园

沈 萍

一、“非遗”由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概念，是个非常新的术语。198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设置一个管理部门，叫做“非物质遗产”

部门，到现在仅有 20 多年的时间。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日

本“无形文化财产” 保洞 氧，竟P 5杵，黎通过了 《保护民间创

作建议案》，正式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但当时并没

有明确使用这个概念，而使用的是“民间创作”即“民间传统文化”。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扬》，强调了

世界各国各民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全部文化遗产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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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呼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

“非遗”是什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标志着对一种对象的

认识的深化产生的飞跃，在人类文化遗产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认

识领域，确认了一个新的对象世界，成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即“非物

质文化遗产学”。

二、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

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的表现形式（如民俗活

动、表情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

制品等）和文化空间。这里的文化空间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和

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不是物，也不是人，但是离不开人，也

离不开物，而是与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技艺、独到的思维

方式、丰富的精神蕴涵等非物质的内容。以古琴艺术为例。古琴是

物，它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可能是文物；古琴演p家是人，也不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古琴的发明、创造、弹p技巧、曲调谱写、

演p仪式、传承体系、思想内涵等，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批

准的世界遗产是“中国古琴艺术”，而不是古琴这个演p乐器或古

琴演p家。

讲得通俗一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三个特点：

一是非物质性，仅是一种生产或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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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传承方式属于口传心授，因为它属于草根文化，典籍很少

记载，事实上，也很难记载，这也决定了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主体，它与人的活动息息相关，是靠人传承下来的。

第三，它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可以梳理出清晰的传承脉络。

例如泰州干丝的制作技艺，先从豆腐的发明说起，由汉代淮南王刘

安发明。据地方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泰州荣春面馆即用豆腐干

做烫干丝。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有“将豆腐干切丝极细，以

虾米、虾油（酱油）拌之。切、烫、挤、配料十分讲究。j早�，干丝、点

心、汤面不可少”。

“非遗”的基本特点。从学术观点方面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七

个基本特点：

一是独特性。体现了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域内的人民的独特创

造力，表现为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

例如，南京云锦艺术是为宫廷创造丝织服装的工艺，被r为

“东方瑰宝”，迄今已有 1500 年历史，它的高超技艺体现了在科学

发达的今天，也不能用机器代替织造工艺，这就是它的独特性。

再例如，剪纸是我国工艺美术中特有的艺术样式，也是民间流

行的一种表示情感的手段。它有很普遍的用途，装饰、庆贺、表示吉

祥，是中国人特有的祝福、祈祷的方式，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二是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行为活动的范畴，需要

借助于行动才能展示出来。例如音乐、舞O、戏剧等表演艺术都是

在动态中表现完成的。再例如器物、器具的制作技艺也是在动态过

程中得以体现的。它被称为“灵魂”，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与

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异和创生的，造就了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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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化的活态特性。

三是传承性。主要依靠世代相传保留下来，一旦停止了传承活

动，它就意味着死亡。往往是口传心授，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宗族的

烙印。

四是流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学习、相互交

流传到其他民族、国家和区域，这种传播呈现出活态流变的性质。

如端午节起源于我国，但在交流中传播到韩国，融入了韩国那里的

风俗习2、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丰富和发展了端午节的内涵。

五是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集体创作的，是时代

精神的产物。例如，戏曲就蕴涵了文学、舞O、音乐、美术等多种表

现方式。例如，妈祖文化起源于宋代的福建，有 1000 多年历史。它

从福建传播到台湾和世界上许多华人居住区，它以妈祖信仰为核

心，通过神话、传说、故事、音乐、舞O、戏曲、祭典、民俗、歌谣等文

化形式表达了丰富的内容，并依托于建筑、雕刻和其他手工艺等有

形的文化形式而存在。

六是民族性。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体现了特定民族的思维方

式、世界观、价值观、审美意识、情感等。民族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要价值。例如a曲出现于明代，有 600 多年历史，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称之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反映了a山地区的文化传

统，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

七是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地域产生，与该地环

境息息相关。例如靖江的竹编工艺，就是因为靖江的土质适合生长竹

子，而这种竹子又有很好的韧性，靖江人已有 200 多年的竹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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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不足，非物质文化遗

产还得不到科学的保护。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任意改变传统艺术的

内涵以迎合时尚，严重歪曲、损害文化遗产的原意，这些行为都加

剧了文化资源的破坏。就民俗学而言，我国之丰富是其他国家所不

能比拟的，但是到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是支离破碎的，还没有

进行全面的普查和记录，许多古老的民俗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我国

喜剧大小剧种共有 394 个，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也不过数十种而已。

还有很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面临失传的危险，

许多独门技艺人亡技绝，一些大量珍贵实物资料难以得到妥善的

保护，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不过，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1 年 5 月 18日，a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 19 个“世

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名列榜首，随后，古

琴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先后入选。

我市“非遗”保护情况。江苏地处黄海之滨、长江下游，历史悠

久，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各种文化交汇，使江苏历史文化包罗万象

而又具有鲜明个性，目前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非物质遗

产已有两项。上世纪 80 年代普查、搜集民间资料 2亿多字，民间音

乐 12800 余首，民间戏曲传统剧目 6000 多个。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在全省各媒体上大力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责任，

提高民众的思想认识。

此外，还建立健全保护机构，形成了长期有效的保护工作机

制，制定相关的政策规3，建立省级非遗名录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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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形成了长期有效的保护工

作机制。其中专门建立了非遗保护工作机构。由分管副市长为组

长，市政府副秘书长、文化局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非遗保

护工作领导组织，建立了专家委员会、保护中心。此外，市文化局、

财政局联合下发了 《泰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意见的通

知》，以及市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方案》。

截至目前，我市先后组织申报国家级、省级项目，有 4项列入

国家级（溱潼会船、靖江讲经、兴化木船制作工艺、盆景剪扎技艺），

加上泰兴杖头木偶，5项列入省级，此外，列入省级传承人 2 人：靖

江讲经、兴化木船制作工艺。现在有 17项申报省级第二批名录。

此外，我市广泛开展非遗保护宣传，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地J

式、拉网式的非遗普查活动。目前我市的普查活动已经全面展开，

各市（区）高度重视，采取村、居委会查线索，乡镇、街道汇总重点项

目。市区在乡镇调查基础上，再确定重点项目跟踪调查，每个市

（区）都要出版一本《非遗资源集》，做到“不漏一个村、一个居委会，

不漏一条线索，不漏一个项目传承人”。

四、怎样保护“非遗”

近年来，国家对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大量且有成效

的工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

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

1. 国家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规建设。自 1998 年

以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做了大量立法调研工作，并于 2003

年 11 月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草案），2004 年 8 月 2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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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表决通过中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的批准决定，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全国人大同时

将法律草案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的修改，这部法律草案已初步列入全国

人大立法规则。

2. 实施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0 年，文化部、国家民

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2003 年

1 月 20日，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民族民

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2020 年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步骤，2004-2008

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全面普查、摸清实底，制定保护规划，建立保

护名录，分级保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伍，确定了国家保护

项目试点 40 个，区域性保护试点 6 个。2005 年 7 月，文化部下发了

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的通知，于同年 12 月 31日进行公示，

最后确定 518项于 2006 年 5 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2008 年 6 月，第

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布共计 510项，第一批扩展项目 147项。

3. 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遗的风气。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指导

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原则是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点面结合、讲求实效”。

从 2006 年起，每年 6 月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

日”，今年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全部列入国家法定假日，也是

为了保护我国的这些“非遗”文化。

4. 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机构。建立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非遗保护中心在中国艺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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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正式挂牌，此外，还成立了中国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冯

骥才任主任委员。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徐 进、沈 嵘、顾 佳整理）

沈萍，1945年 4月出生，长期从事社会文化工作，曾任泰

州市文化局文化处处长，泰州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泰州市梅

兰芳研究会理事。退体后，被聘任为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副主任，对泰州地区“非遗”保护工作有一定研究，多篇

调查文章、论文在省、市报刊发表、获奖，参与编辑出版《泰州文化记忆———

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辑》一、二两册，担任《梅柳文艺》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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