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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的开拓性、奠基性成果,自2006年出版以来
已经历两次修订,此次修订主要着眼于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对近年来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经验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概括,拓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研究。参
加此书撰写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均长期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理论相关研究。本书从基础理论
方面系统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拓荒之作，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一新兴学科
的建立所做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和初步的尝试。本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
探讨，力求深入系统，供广大该方面的工作者阅读学习。

Page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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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章，曾任文化部艺术局研究室副主任、戏剧处处长、艺术管理处处长，中国文化报社副社长兼副
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院长、党委
书记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11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发表艺术理论、评论文章50余万字，并撰写、主编出版有《艺术体制改革与管理初探》、《
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澳门艺术丛书》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梅兰芳赴美京剧图谱》、《京剧大师程砚秋》、《中国先
进文化论》等多部，多次获国家级学术奖项。组织和策划过《携手筑长城——大型赈灾义演晚会》、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等有重要影响的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演出和展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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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传统文明的延续是由物质形式的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
整个文化遗产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系统，而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又可归入世界遗产这一更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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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笔记-第51页

        以下来自wiki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世界遺產主要分作四大類，分別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
以及文化景觀遺產；又在2001年5月起加設「人類口頭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作為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活動的補充。

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築群和考古遺址三大類，它們都具有珍貴的歷史、藝術、人類學或科
學等價值，標誌著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或是為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特殊的見證等。

自然遺產
　　自然遺產包括由自然和生物所組成的自然面貌、瀕危動植物的生活境區或天然名勝等。它們的美
學或科學等價值均得到舉世公認，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例證或獨特的自然現象等。

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申报遗产项目是
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进行考核的标准，该标准和考核审批过程非常严格。

每年一度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对申请列入名单的遗产项目进行审批，其主要依据是该委员会此前
委托有关专家对各国提名的遗产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而提出的评价报告。世界遗产可分为自然遗产、文
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有其相应的评定准则。按照列入名
录时所依据的标准，大部分文化景观属于文化遗产，也有一些是双重遗产。）

自然遗产[编辑]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自然遗产（Natural
Heritage）：
从美学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由地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定的濒危动植物物种生
态区；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只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
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4项中的1项或几项标准：
构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
构成代表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生物演化 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
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带；
尚存的珍稀或濒危动植物种的栖息地。
文化遗产[编辑]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
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
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
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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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6项中的1项或几项标准：

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
产生极大影响；
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
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只有在某些
特殊情况下或该项标准与其它标准一起作用时，此款才能成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
复合遗产[编辑]
或译为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混合体（Mixe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必须分别符合前文关于文化
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评定标准中的1项或几项。

文化景观及其它[编辑]
文化景观[编辑]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这一概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的选择应基于它们自身的突出、
普遍的价值，其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
的能力。它通常体现持久的土地使用的现代化技术及保持或提高景观的自然价值，保护文化景现有助
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景观可分为以下3个主要类型：

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
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
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
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它又包括两种次类别：一是残遗物（或化石）景观，代表一种
过去某段时间已经完结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突发的或是渐进的。它们之所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还
在于显著特点依然体现在实物上．二是持续性景观，它在当今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中，保持
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而且其自身演变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同时又展示了历史上其演变发展的物证。
关联性文化景观。这类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
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
另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古迹遗址、自然景观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
会调查和审议，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The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以待采取紧急
抢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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