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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卡普的传人》

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
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
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
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
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
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
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而任其式微，等等。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
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
化空间）彻底改变。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伤害。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
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
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
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
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使它突变。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
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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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卡普的传人》

内容概要

《西兰卡普的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之间的矛盾。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
把民族民间的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
济潜力的项目而任其式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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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章，男，1951年3月生，山东寿光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
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曾发表60余万字艺术理论、评论文章，主编《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京剧大师程砚秋
》、《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等。曾
获全国文化新闻一等奖，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
提名奖等。
　　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名誉会长。
　　金萱，女，汉族，1982年生于湖北武汉。2001年至2005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
院广告系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双学士学位。
2005年至2008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专业方向是中国民族民间美术保护工程，获得硕士
学位。就读期间参与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工作，在《中国美术馆》上发表《西塞神
舟会》一文，并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物“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之一《西兰卡普
的传人》卷撰稿人。此外参与编写了《民间工艺美术》（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翻译了《金忠敏油
画集》（英文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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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大师——张光准、吴亮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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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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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我参加了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物“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之一《西兰卡普
的传人》的访谈和整理工作，我的导师王海霞老师大胆地起用了我们几个还未出“茅庐”的硕士研究
生参与这项工作。开始我全然不知其中的难度以及自己阅历的浅薄所带来的困难，欣然受命。作为该
书的访谈人和整理者，工作起来才发现，访谈和整理这样一本书，对于我来说，尤其困难。其中的传
承人，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一个女性群体，几代人。所以，我要采访的传承人很多。这些传
承人分布在湖南湘西龙山、凤凰、长沙等几处地方，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跑很多地方。其中，最关键的
人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已经去世，关于她的资料只有通过以前的采访材料和其他人的口述
予以补充。后来，西兰卡普在龙山的现代发展中的有功之臣——张光准，又在我们正准备去龙山采访
时遭遇车祸身亡。我的采访难度很大。为了做好这套丛书，主编王文章院长请来了有关资深专家学者
讲课，并推荐了参考读物。王海霞老师在指导我编写这本书时，意识到它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很大
，为此，多次帮助我拟定采访提纲⋯⋯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我终于努力完成了这一任务。在长达一
年半的整理过程中，我采访了以叶水云、刘代娥、叶菊秀为代表的十余位土家织锦传承人，以及数位
该行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我对土家族文化、民风、民俗也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对土家织锦的历史
及其发展沿革，对120多种图案有了更多的认识。在这之前，我只是在北京见到过民间艺人的现场表演
及其作品。通过几次下湘西，进武陵，我明白了下面这段话的含义：“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
武陵山，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
却尚有遗踪可寻。这么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要感谢那些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中，阻碍各民族之问往来的高山、大河、大湖，是它们客观上成就了风格各异、丰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遗存。它是人类共有的、极其珍音的精神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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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兰卡普的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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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第二次收到很脏的书。快递包装没有破损，应该是卖书的人直接包了一本脏书。表示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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