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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

内容概要

本书系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理论文库之一，收录了有关文化遗产概念的研究，文化遗产的开发，文化
遗产的保护，及有关文化遗产其它问题的讨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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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一个当代观念的知识考古
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由来、发展和现状
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理论模式的比较研究
谁能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力——生态博物馆理念所面临的挑战
民间文化亟待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几点理论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诸问题研究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
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谁来保护
为了文化遗产的和平有效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现代化建设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
目标差异：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悖论——也谈我们的建议和对策
略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
村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实践和体验——以中国贵州省西江“民族文化传承与妇女发展”项目
为例
河水渐渐干枯的鱼：传统口传文学作品保护面临的挑战——以梁祝传说保护为个案
以社区为主体的乡土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化——从“保护”到“产业化”的文化话语
偏远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力机制研究
在地观点的文化资产保存——兼论地方文史工作室之角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以日本濑户地区的陶瓷文化为例
中国农业民俗文化保护的课题与进展
论贵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的“混沌陷阱”——以历史文化名城、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为例
民俗影视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作用
从《保护名录》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
从第一批保护名录说开去
中国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寻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当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法国文化遗产大普查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与文化政策
越南顺化城的展览和保护活动
中国台湾地区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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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中国政府以文化部的名义所进行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在弥补这个遗憾。在《名
录》申报指南中，明确要求申报者详细讲述出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情况以及该遗产现在的保护情况
。同时有关文献还强调指出：非活态传承者，一律不得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文
化遗产保护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以纸媒保存，也可以以多媒体方式保存。但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的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态保护最为有效。　　所谓“活态保护”，就是指
以原生态方式对相关文化遗产所进行的原汁原味的保护。活态保护的最大长处是不但节约保护成本及
相关的行政资源，让传统文化继续发挥其传播民智、稳定社会、联络人脉等作用，同时也可以保证传
承过程中信息丢失量的最小化和信息持有量的最大化，为人类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更多素材。　　但对
于我们这个从未进行过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国家，活态保护并非易事。历史上，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
是由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决定的，只要生计需要它、心灵需要它、社会秩序需要它，这份遗产就会自
然而然地传承下去。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社会环境的改变，一些文化遗产的原始功能已经丧失，要
想保护起来，难度相当大。如果理念出现偏差，违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保护就会变成破
坏。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老艺人在表演皮影。按传统做法，我们会立刻将老艺人的演出道具征集下来
，放进博物馆。这种做法在从前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皮影、戏本子被保护下
来了，但皮影这门表演艺术却因为我们的热心保护而绝迹，依此谋生的老艺人也从此失业。这是保护
还是破坏呢？！凭借着这种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会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据笔者所知，现在
有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这种大规模的搜集工作。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担忧。　　俗话说，“活鱼还要在
水中看”，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生生的鱼，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像养鱼一样让它们生
活在宽松的环境中，不但能活下来，还要不断发展，不断长大，而不是将它们打捞上来，制成标本，
像鱼干一样放进博物馆而成为博物馆中动植物标本中的一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政
府的任务就是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营造出一个更加宽松，也
更适合其生存的环境。随心所欲地改变其原有生态环境，或是使传承人离开他所熟悉的原生环境，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正常发挥，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今天，这种理
念也没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我们只能一声长叹：中国的文化遗产理论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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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鱼龙混杂的一本论集。
2、都是我国一些比较著名的专家的文章
3、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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