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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记忆的背影》

前言

　　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自古就有，它存在了万千年，但是，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保护和
研究热潮的兴起，在我记忆中似乎是20世纪末的事，也就是说还是一件刚发生的新鲜事。也许对于其
他国家并不这样，但是，对于20世纪70年代才结束“文化大革命”　（革一切旧文化的命）的中国来
说，应当是这样的。总之我是想说，强调保护文化遗产，以及为保护而研究文化遗产，这是近20年来
的新鲜事。至于把文化遗产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而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更为晚近的事
了。就这样，我觉得林庆为保护和开发而研究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一点研究前沿的味道了。
故而，从鼓励新人走新路的意义上，我就义不容辞地为本书写几句话，以之为序了。　　本书从概念
、现状、问题、对策等各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进行了论述。对于一个新问题，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着手就如此全面展开论述，难免不够精深，但惟其如此，本书却也能提出一些
丰富多样的思考，供后来者参考，为自己再往前走树一个路标。比如，在《对策篇》中，对于“云南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应遵循的原则”，作者提出了11项原则。这么多原则，虽有些繁
杂，但惟其如此才更有参考和启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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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记忆的背影: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要分为概念篇、现状篇、问题篇、概况篇、
对策篇、案例篇和附录7个部分，旨在通过对非物质文化概念进行辨析，继而对云南16个少数民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现状进行分析①，找出当前保护、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在对云南少数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调查、清理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省的特点，提出有效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应培养的意识、应遵循的原则、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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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庆
女，1972年生，云南大理人，哲学硕士。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政治
文化的研究。主持完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参与完成云南省院省校教育合作人文社科
项目1项、云南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1项，主编、副主编论著2部，在《云南社会科学》、《云南民族
大学学报》、《学术探索》等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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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四、云南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现状篇
一、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的现状
二、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及措施
三、抢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问题篇
一、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类型分析
二、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存在的问题
概况篇
一、傈僳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白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普米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基诺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景颇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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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佤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三、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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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德昂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六、阿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策篇
一、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应遵循的原则
二、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应树立的意识
三、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思路和途径
四、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案例篇
《云南映象》：展示云南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鹤庆新华村：小锤锤出的“银都”
丽江：打造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品牌
附录
附一：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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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念篇　　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　　——海德格尔　
　在当今国际上，“文化”是一个备受青睐的字眼，在当代学术词汇中，“文化”也是使用频率较高
的一个词，在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化一词同样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垂青。从各国、各民族来
说，大的方面有各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各民族民俗文化，小的方面来说衣食住行无不贯穿“文化
”，如衣有服饰文化，食有饮食文化，住有社区文化，行有旅游文化⋯⋯总之，“在这个世界上，没
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
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界定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
，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处不在”。①由于“文化”简直成了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现象，
可以说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真正过上了人的生
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是文化的动物。因为文化是人类生活和存在的一种特有方式，人类总
是根据自己特有的文化生活着；反过来，文化又在人类中间创造了一种同样是人类特有的联系，决定
了人类生活的人际特点和社会特点。在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特有方式的统一性中，同时又存在着文化
的多样性，而人类就生活在这种多样性中。因此，文化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础，并使人类更加
完美或日趋完善。这种完善依赖于文化的传承，动物尽管也有传承，但传承的仅仅是动物的本能，人
则依赖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而文化的历史沉淀又集中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中。通过这种
“文化遗产”的代代传承，后人可以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增长智慧，使
自己少走弯路进而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就成了一笔无比珍贵的财富，
是无法用单纯的金钱衡量的财富。实际上，文化既是人的本质规定，又是一种通过社会、传统来承递
的历史沉积物，因而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同时也就是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和传统的存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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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书的名称很诱惑人，也感觉有一定深度，可买回来后才知道，其实就是作者的一帮学生借完
成课题之名胡乱堆砌成的一本书，既无理论深度，也无现实借鉴价值。我当初买书是出于从中参考有
关云南非遗开发的内容，后来却发现还比不过CNKI里一篇论文的价值，后悔啊！
2、该书从概念、现状、问题、概况、对策和案例等方面对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粗浅的描述
，是比较浅显的研究，理论方面比较欠缺。
3、少有的民族学书
4、帮人买的，要用到的
5、该部著作是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深刻的保护原则、对策，
对于实践具有理论性的指导作用，能够为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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