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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短短几年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由单个的项
目性保护走上了全面的整体性保护阶段。各级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以及学者和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加强。为从理论认识方面进一步推动这项保护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进行，我院学者编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06年年底正式出
版。该书在概论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遗产价值、保护原则、现状与方法等问题作了系
统梳理与探讨，被学术界评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的基础理论拓荒之作。

Page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贰�

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则从保护方法的操作性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了
多视解的总结和探讨。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是科学地普查。为有效促进这项普查
乃至研究、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方法”显得尤其重要。2007年6月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东吴
大学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
的30余名学者围绕这一中心议题，积极献出自己的学术智慧，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不仅对我国大
陆及台湾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况作了回顾，还介绍了此项工作的日本经验。专家们指出，21
世纪开始的这次“非物质文化”概念下的调查工作，应该在前人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做好追踪调查并有
所突破，即继往开来。为达此目的，一定要田野考察先行。专家们的讨论阐发，不仅论及方法，还明
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和“如何保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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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继往开来重“追踪”　　民间文学调查的理念和方法　　新世纪之初在全国开展的这次非物质文
化遗产普查工作，进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很认真，那里的领导者和主管者，有历史感和责任感。
也有些地方进展的情况很不理想，只是从面上大家都知道的抓到几个项目，申报名录而已，并没有按
照田野调查的要求去做认真的调查，大有走过场的可能。对于大多数参加调查工作的朋友来讲，方法
问题是重要的一环，颇有探讨的必要。关于民间文学调查的理念和方法，我想谈四个问题。　　一、
民间文学普查的理念和方法　　21世纪之初在全国开展的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是一次文化普查
，对文化部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回想20年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制定《中国民间文
学三套集成》方案的时候，我去请文化部部长签字，批的是“文化部不管民间文学”。那时候的文化
部，只管专业艺术和群众文化，民间文学是文学，不在文化部的视阀之内。我国的文化被分割成了一
些小块块。所以我们工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发布一个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联合签署的文件，我们只好钻领导们的空子，当部长出差的时候，请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丁乔
副部长签署的。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重要的是“文化”的理论变了，政府的“文化”理念变
了。我国政府于2004年8月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接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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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是论文集类的，呵呵，不过还是有可以学习的
2、国内写这行的书怎么都大同小异的，看不出一些新锐的东西，名头很大，内容很一般。更可恶的
是，几乎每一本都差不多如此。
3、田野工作很实用
4、某几篇倒是很实在地在谈问题。

Page 6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