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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年》

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从实践开始的文化事业。在实践中，人们探索出一套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的理论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既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又
对保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实质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于2003年。为了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传承和发展优秀
民族民间文化，文化部与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部门联合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
设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开启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序幕。2006年，
我国正式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设立是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专业化和全面开展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实践先行的事业。在实践的基础上，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
逐步兴起，为非遗保护实践提供指导和支持。本书根据从实践到理论的发展思路，分为上下编，上编
为实践篇，按照非遗保护专题，梳理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历
程；下编为理论篇，探讨这十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的主要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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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村落调查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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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化部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化管理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这种严
格把控“入口”与动态化“退出”的管理机制将更有利于督促和推进对代表性项目的保护。/  书的第
一部分，实践篇；分门别类梳理了2003——2013年间各个方向发展的状况。第二部分，理论篇；分别
对研究方向做了一个梳理，（没有过多提及数字化保护，虽然这个是个热点）整体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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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年》的笔记-第12页

        unesco "双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
双名录”的目的，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摸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和存在现状，提高人们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另一方面，鼓励各国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并采取司法和行政措施对
其加以保护，同时推动传统艺术家、地方创作人员、社区民众等个人、团体、机构及组织参与到非物
质文化遗产认定、保存、管理和复兴工作中。

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年》的笔记-第26页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区域内与之相关的物质遗产及其生存发展
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特定区域。”

p37；从这一发展趋势，我们看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正经历着两大趋势。一是从单体文物保护到历
史地区、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另一是从控制性保护到功能振兴的发展性保护。

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年》的笔记-第19页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我国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开展了一次全国规模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普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据统计，截止2008年，全国共普查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6万多件，普查的文字记录达8.9亿字，录音记
录7.2万小时，录像记录13万小时，拍摄图片408万张，汇编普查资料8万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
近56万倾。

p20; 《关于调整和重新认定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通知》决定对鼓舞等121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等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这标志着文化部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化管理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这种严格把控“入口”与动
态化“退出”的管理机制将更有利于督促和推进对代表性项目的保护。

日本于1950年通过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将国家指定文化财划分为五部分：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
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和传统建筑物群落。其中，无形文化财和无形民俗文化财都属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范畴。

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年》的笔记-第23页

        一些地方还针对传承人评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举措。2014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公布“第三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首次将10个代表性传承团体、18个代表性传承群体纳入
保护范围。这是国内率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个体概念扩展至团体、群体的一次地区性实践。

p25； “人间活瑰宝”体系源自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1950年，日本创立了第一个“人间国宝”
国家保护体系，包括个体认定、综合认定和保护团体认定三种形式。所谓个体认定，即认定能够高度
体现“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个体或拥有高度工艺技艺的个体；综合认定，即认定两个人以上拥有共同
“重要无形文化财”或拥有高度工业技艺；保护团体认定，即认定拥有共同“重要无形文化财”或拥
有高度工业技术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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