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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

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又译为“无形文化”，相对于物质文化，它是看不见的，却又是非常重要的民族文化根基
，它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内容极其丰富，是我们改善人民生活、开发文化产业所特
别需要的重要精神财富。而文化产业却是21世纪新兴的重要产业，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文化产业的
产值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美国的音像制品出口贸易额已居美国出口贸易的第一位。因为人
民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费的支出已远大于物质消费的支出。文化产业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已愈来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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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改革开放以来，早在1979年，吕骥、周巍峙等延安来的老音乐家就在着手编辑大型丛书五
套“民间音乐集成”（即民间歌睦、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舞蹈音乐和民间器乐曲五套集成），后来
又将舞蹈音乐扩大为“民间舞蹈集成”，加上《中国曲艺志》、《中国戏曲志》，共七套集成，发动
各地民间音乐、舞蹈、曲艺和戏曲工作者进行普遍深入的调查编写，由各县、地区分别编印，再精选
为省卷在全国出版发行，每省（市、区）一卷，每套即有29卷，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在文化部领导
下得到了财政部的拨款支持，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我曾有幸被吸收参加了《中国民间
歌曲集成》最初几卷的编审工作，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感到民间文学也应如此编辑“集成”，于是向
当时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贾芝同志提出倡议，后来决定编印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
虽然未能得到财政部拨款，但得到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家认识到工作的重要。进展还是较快的。
如今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已出版了200卷以上，如全部出齐可达300卷之巨，每卷在百万字以上，十六开
大本印刷，每一省卷本，有的一厚册，有的两厚册。这是好几万文化工作者参加建筑的“中国文化万
里长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国专家们说只有在中国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组
织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民间文艺普查，编印出版这样的巨著。 从1918年到1998年，从零零散散的“零砖
乱石”到宏伟巨大的“万里长城”，历史走过了整整80年。80年的道路崎岖曲折，艰险丛生，作为这
后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与参加者，因从事民间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而受到的劳碌与误解之苦，真是一言难
尽，罄竹难书，但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难，都因我们认识到这一工程的重要而设法克服了。这200多卷民
间文艺集成，确实来之不易，它为华夏文化的腾飞打下了根基，更弥足珍贵异常。 早在1920年2月，
郭沫若先生已提出了编印民歌集成的设想，他说： “我常希望我们中国再生出来纂集《国风》的人物
——或者由多数人组织成一个机构——把我国各省、各道、各县、各村的民风、俗谣，采集拢来，择
其精粹的，编集成一部《新国风》⋯⋯我们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
，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的玄思，终竟是凿枘不容的。”（《论诗三札》、《沫若文集
》卷十206页）郭先生是写自由诗的，人们总以为他不会重视民歌，谁知他在五四时代写《女神》的时
光就写下了如此鲜明的话。如今那些否定民歌，只以“外人言论”为神圣、以“小己玄思”为经典的
诗歌论者，不知对此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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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

编辑推荐

《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简明扼要地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和保护的基本方法，以实用为目
的。对广大干部、民众有所帮助，共同携手协力，心明眼亮地做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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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印刷装帧基本让人满意。
2、里面有我考试要考的内容，发货速度快，赶在考试前，真是谢谢啦~！
3、希望当当有更多这一方面的书籍
4、很多例子说明，找到要找的内容。
5、普知普知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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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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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