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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文化遗产年鉴》

前言

　　2006年6月10日是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的及时出版，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超
过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我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党的“十
六大”报告提出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2004年6月28日，第28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在苏州召开，这是首次在我国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贺
辞。我国于2004年8月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较早加入公约的国家之一。近年
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在《年鉴》中均有记录。2003年初，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
中国文联共同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国家首次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
作。为了抢救和保护珍贵和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7月，文化部下发了《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确定501个推荐项目。这一切，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党
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
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也即将出台。2005年8月13日，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式启用
。2006年2月l 2日，由文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委共同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展”是新世纪新时代背景下的一次重要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剧目、折子戏同期在
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公演更是检阅了我国已经获得和正在申报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在此之前，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
号）以及《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至此，保护和弘扬中国文化遗产已
经成为全民工程、国家特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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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文化遗产年鉴》

内容概要

本《年鉴》主要内容为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和中国文化遗产事业介绍，文化遗产展示，中国文化遗保护
工作以及中国文化遗产大事记四大部分。介绍主要以论文形式，展示以条目为主。港澳台地区文化遗
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突出其特殊地位的影响，独产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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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文化遗产年鉴》

书籍目录

国家主席胡锦涛致第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贺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摘录）序序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综述　　世界遗产在中国　　中国文化遗产　第二章 世界遗产组织与中国的世
界遗产保护体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与中国世界遗产事业　　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体制概述 　第三章 政策法规 　　年国务院相关文件摘编 
　　国家领导人讲话摘编　　政策法规　　相关国际公约　第四章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回顾　第五
章 中国文化遗产工作地方报告　　福建省泉州市文化遗产报告  　　北京市门头沟区民俗文化报告第
二篇 中国文化遗产 　中国文化遗产（序）　　第一章 中国世界遗产　　　中国世界遗产　　　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第二章 中国文化遗产　　　不可移动文物　　　可移动文物　　　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人物纪略第三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序）　　第一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述　　第二章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中华老字号　　第三
章 中国传统节日　　　汉族传统节日　　　少数民族节日 第四篇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序）　　第一章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加强文物保护法规建设 增强依法行政能力
　　　长江三峡工程考古工作的收获与思考　　　南水北调文物保护　　　《西安宣言》——文化遗
产环境保护新准则 　　　历史文化名城:如何面对历史和文化　　第二章 博物馆事业　　　综合性博
物馆　　　专题博物馆　　第三章 文化遗产学术动态　　　文化遗产学术活动 　　　文化遗产保护
学术论点　　　文化遗产著作　　　文化遗产国际交流　　第四章 文化遗产机构与宣传　　　文化遗
产机构　　　文化遗产宣传　　第五章 中国文化遗产纪录片解说词　　　肇建紫禁城（节选）　　　
隋唐山水画（节选）　　　承德避暑山庄 　　　中华民族的摇篮（节选）　　　陶器伊始（节选）　
　　神奇的天门山第五篇 港澳台地区文化遗产与保护 　港澳台地区文化遗产与保护（序）　　第一
章 香港文化遗产与保护　　　香港文化遗产 　　　香港文化遗产保护　　　香港博物馆　　第二章 
澳门文化遗产与保护　　　澳门文化遗产　　　澳门文化遗产保护　　　澳门博物馆　　第三章 台湾
文化遗产与保护　　　台湾文化资产　　　台湾文化资产保护　　　台湾博物馆第六篇 中国文化遗产
大事记 附 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 　世界遗产的识别和申报程序　世界遗产名录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　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范本索引 　青少年阅读索引 　分类索引 　关键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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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文化遗产年鉴》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综述　　世界遗产在中国　　当前，世界遗产事业方兴未艾，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发
展则是这项事业在全球的缩影。因此，要了解世界遗产的概貌，把世界遗产在中国的相关情况作一个
简要的回顾，是十分有益的。　　一、文物和文化遗产概念在中国的演变　　在中国，文化遗产长期
被称作文物，甚至有物质的文物和“活文物”之称。而文物一词本身又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概括地
讲，文物是人类历史文明的遗存；文物是物化的历史；文物是艺术的创造；文物是传统的鉴赏与延续
；文物是知识、智慧、哲理的源泉；文物是沟通先祖的灵与肉，是桥梁；文物是通向未来的动力与方
向。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构建和谐社会，经济是基础，民主政治是保障，文化是灵魂。”这
是个精辟的论断。而文物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真实、最生动而又不可更改的载体，弥足珍贵。因此，
我还赞成一位领导人这样一番话：“一个地方党政领导对文物工作重视与否，是这个地方党政领导文
化水准高低的反映。”　　广义上说，一切历史遗存都成了文物。我们现在讲的文物——文化遗产则
应当是那些值得受围家保护的文物。它们被区分为：　　1．物质（有形TANGIBLE）文化遗产与非物
质（无形INTANGIBLE）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即那些有物质形态，可触可视或可探测到可预期
形状的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那些无形的艺术、技艺、口传历史、风俗、传统等。　　2．同属
物质文化遗产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可移动文物，这当然是可以随意挪动，并且不
会因改变原位置而损害其固有的信息和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应当是不借助机械力，
人工难以移动的；或者是不适于脱离其原在环境而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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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文化遗产年鉴》

后记

　　2005年，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揭晓；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在西安召开。而对中国文化
遗产事业发展更具深刻和制度性影响的是，在2005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年，保护和弘
扬中国文化遗产已普及为全民意识、国家行动。《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是对过去一年中我国文化
遗产事业发展状况和重要活动的比较全面的纪录。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连
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尽管有历史原因的惨重破坏，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文化遗产仍让世人震
撼。我们祖先海纳百川的胸怀、敢于创新的探索、持续发展的坚韧、顺应自然的传承，常常使今人感
佩不已。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编辑出版能够充分展示我国多元化和各类文化遗产全
貌、及时准确地反映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继承和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取得重大成绩
的《中国文化遗产年鉴》，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于从事文化遗产事业的专业工作者和一切关心、支持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士来说，更加感到这是一份应尽的责任。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
由本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编纂的《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在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终于
出版，这是我们为“文化遗产日”献上的一份礼物。广州英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和文物出版社的
通力合作，保证了本《年鉴》的及时出版。广州英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年鉴》的出版提供了资金
支持，并积极促进、参与了《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体现了一家民营企业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强
烈责任感，也反映了我国民间力量参与文化遗产宣传工作存在很大的潜力。　　《中国文化遗产年
鉴2006》是截止到2005年，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情况的一个总结和资料汇集，我们还希望本《年鉴
》更具有遗产保护及宣传的意义，更加实用，内容更为丰满，更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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