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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前言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
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
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
王晓义等著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
，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
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
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
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
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
》(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
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民族学(文化人类学)
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
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
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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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内容概要

《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新疆的文化遗产进
行价值分析，对其保护意义、利用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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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选题的意义第二节研究视角第三节理论方法及框架第一章新疆文化遗产概述第一节新疆概
述一、地理特征二、历史沿革第二节新疆文化遗产综述一、物质文化遗产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丝
绸之路第二章新疆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第一节政治价值一、从可移动的出土文物看二、从古遗址
或古建筑看第二节经济价值一、从文化遗存看二、从经济交流看第三节文化价值一、早期文化二、佛
教文化三、伊斯兰教文化四、民居文化第四节历史价值一、从社会发展史看二、从宗教发展史看第五
节艺术价值一、石窟艺术二、岩画艺术三、建筑艺术第六节科学价值一、从制造技术看二、从建筑技
术看第三章新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一节保护现状一、取得的成效二、面临的挑战第二节保护措施
及规划一、法律保护二、分级保护三、博物馆保护四、科技保护五、全民保护第四章新疆物质文化遗
产的利用第一节功能分析一、史料功能二、教育功能三、借鉴功能四、休闲娱乐功能第二节利用方式
探析一、利用文化遗产提高社会效益二、利用文化遗产提高经济效益第三节可持续性发展第五章新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第一节历史价值一、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二、音乐舞蹈的历史价值三、民
间工艺的历史价值四、风俗习惯的历史价值第二节艺术价值一、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二、音乐舞蹈的
艺术价值三、民间工艺的艺术价值第三节休闲价值一、民间文学的休闲价值二、音乐舞蹈的休闲价值
三、民间工艺的休闲价值四、风俗习惯的休闲价值第四节社会价值一、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二、音乐
舞蹈的社会价值三、民间工艺的社会价值四、风俗习惯的社会价值第六章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一节保护措施探讨一、记录保护二、法律保护三、分级保护四、工程保护五、教育保护第二节保护
现状和发展方向一、保护现状二、发展方向第七章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第一节利用方式探讨一
、民间文学的利用二、音乐舞蹈的利用三、民间工艺的利用四、风俗习惯的利用第二节保护与利用的
互动结束语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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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章节摘录

一、地理特征距今10亿年前，新疆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碧浪滔滔。到了3亿多年前的泥盆纪的“海西”
地质运动的初期，地壳升降才使得新疆这块陆地初步形成。“海西”地质运动过程中，新疆大地上岩
浆喷发，高山叠起，初步形成目前的地貌格局。④到了距今6 000一7 000万年前的第三纪，地球上又发
生了至今未止的年轻的地质运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印度洋板块激烈冲撞亚欧板块，使青藏高
原迅速抬升，在北面遇到塔里木地台的抵抗，未能使新疆变成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但使得昆仑山、喀
喇昆仑山、阿尔金山、天山更加高耸，阻隔了印度洋、大西洋的水汽，然后扭向东南延伸至横断山脉
形成系列褶皱山系。距今1 200万年的第三纪上新世末以来，随着天山、阿尔泰山的进一步强烈隆起，
南北两大封闭盆地最后形成。沧海桑田。至此，今日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面貌基本形成。又过
了若干万年，新疆大地出现了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这块土地日渐美丽富饶，创
造出的文化也愈加辉煌，留下至今的见证物--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新疆古称西域，意为
中国的西部疆土。本书研究的空间范围，是指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范围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
域。新疆，祖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有166．3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东西长l
900公里，南北宽l 500公里，为有史以来的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辽阔的活动舞台。新疆两千多年前就成
为沟通东西方交通往来的“丝绸之路”沙漠道、草原道的枢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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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后记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彩的
历史文化，集存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
汇之地，其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也是无与伦比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他最愿意生活在
公元一世纪时的新疆，就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疆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20世纪后期，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热潮在中国逐渐升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对各地的
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一方面说明人们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的利用价值，于是，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已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但这些年遗产业的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认识上的偏差，操作上的失误，造成文化
遗产人为或自然的损坏甚至毁灭，以及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新疆的文化遗产也不幸遭到同样的待
遇。所以，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用新的进步的科学理念来重新认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2002年，
笔者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白振声教授，研究方向为新疆民族历史与文化。白先生一
直关注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笔者曾经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几乎跑遍了新疆的大部分
地区，对新疆的文化遗产也非常的关注和无比热爱。在导师及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下，选择了“新疆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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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精彩短评

1、感觉这本书的学术性较强，比较适合研究类型的人群阅读。同时，对于那些热爱新疆和对新疆感
兴趣的朋友们，此书信息量大，视角独特，值得推荐一看。如果有些人类学知识背景，更能读出些感
觉来。
2、快递很给力，书也很好，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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