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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导　　论

布朗族是一个有着历史悠久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布

朗族源自百濮族群，百濮是我国西南的古老部落群，属于南亚孟 －高棉语

族。布朗族是云南省７个人口较少的特有民族之一，也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

族。上古时期今普洱市就是布朗族先民的活动区域，从先秦时期起，有关布

朗族先民 “百濮族”族群与中原地区的频繁交往以及和中央王朝的隶属关

系，在汉文献中就有所记载。布朗族创造的辉煌灿烂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的被认定为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

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民族歌舞、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节庆和民

间医药验方等，是布朗族民众通过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

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体现了布朗族

人民独特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包含了更多随时代迁延而容易

湮没的文化记忆。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

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

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状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②”因而，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布朗族文化

的核心，是布朗族文化精髓之所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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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３页。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任何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生活与实践活动的方

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

统一。”①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民族凝聚力和

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

明的结晶和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

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

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２００３年以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人类通过口传心

授的形式，世代相传的、活态流变的、无形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民族古

老的记忆符号，展示了一个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深刻体现了一个民族

的大智大慧。”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民族文化的

“根”与 “魂”，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用词

或术语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非物质遗

产 （ｎ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文化传统和民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口头遗产 （ｏ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ｏｒ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等术语，也有后来在 “代

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

类型的 “文化表达形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ｏｒｍｓ）和 “文化空间”（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ｓｐａｃｅ）③。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经历了长达数十年

的曲折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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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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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才得以被广泛接受认可。

日本的 《文化财保护法》规定，无形文化财是指 “那些具有较高历史

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传统戏剧、音乐、工艺技术及其他无形文化载体”①。此时

国际社会尚普遍使用日本所提出的 “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１９８９年第２５

届巴黎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有关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建议书 《保

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提出 “民间创作”这一概念，是指 “来自某一文化社

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

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

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其内涵是对 “无形文化财”的进一步深

化。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第２９届全体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宣布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提出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一概念，其内涵基本沿用 “民间创作”这一概念。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巴黎第３２届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明确界定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指 “被各群体、团体、有时

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

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

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

和人类的创造力。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

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②。国务院

办公厅于２００５年在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以及 《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进一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

“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

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同时，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

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另一类是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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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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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

具空间性和时间性。根据这个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一）口

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二）传统表演艺术；（三）民俗活动、

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五）传统

手工艺技能；（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施行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下简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一章总则第二条中指出：“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

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

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

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

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

中国同时制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标准：（一）具有展现中华

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

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四）出色地运

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

传统的独特价值；（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

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主体主要是国际上的相关机构、中国政

府机构、学术团体和学者个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发布的文件来看，

对概念的称谓也发生过多次更改。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被作为在

共同工作准则中应用，也只有不长的时间，还需要人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对

其概念的约定俗成的共识。……在普查和保护中，不必拘泥于某些定义的限

制，而要注重实际，在实践中总结和丰富我们的经验”②。这段话阐述我们在

工作和研究中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和把握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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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的相关定义和表述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积累

的文化瑰宝。它不仅是各民族自我认同的历史凭证，也是各民族得以延续的

命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最大的差别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经过价值 “衡量”之后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口

传心授、口耳相传、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它鲜活地扎根于民族民间社会

中，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

活态文化基因，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

的生动展示。它与其他历史遗存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

保护好它可以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促进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

展，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传统舞蹈的定义

传统舞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在本民族

居住区内形成和流传的舞蹈形式，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和各民族的社

会实践、信仰习俗、人生礼仪以及节庆活动紧密联系的传统舞蹈，通常是其

传统习俗及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各民族的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格。传

统舞蹈在民族交融中发展，以使用道具和歌舞结合为其重要的特点，有着丰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民族的精神食粮。

由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分

类可知，表演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中虽然没有对传统舞蹈进行具体的表述，但我们可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保护实践中找出相关解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布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有关传统舞蹈项目所属的类别

是：表演艺术、礼仪与节庆活动。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保护中对于传

统舞蹈项目代表作名录的划分，可将传统舞蹈与表演艺术、礼仪与节庆活动

紧密地联系起来，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依照 《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舞蹈，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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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名录保护实践中总结的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国家名录中的分类

较为详尽，２００６年第一批国家名录将 ５１８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于十个

类别：

（一）民间文学。

（二）民间音乐 （注：第二批将 “民间音乐”更名为 “传统音乐”）。

（三）民间舞蹈 （注：第二批将 “民间舞蹈”更名为 “传统舞蹈”）。

（四）传统戏剧。

（五）曲艺。

（六）杂技与竞技 （注：第二批将 “杂技与竞技”更名为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

（七）民间美术 （注：第二批将 “民间美术”更名为 “传统美术”）。

（八）传统手工技艺 （注：第二批将 “传统手工技艺”更名为 “传统技

艺”）。

（九）传统医药。

（十）民俗。

国家名录如此分类，一方面基于保护实践工作现实，另一方面旨在建立

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体系。虽然国家名录包括十个类别，但诸多项目存在两

个或多个类别信息相互交叉的现象。例如，民间文学讲述民俗和医药知识，

民俗活动依托载歌载舞形式得以实践。因此，国家名录的类别之间是有联系

的，这也进一步说明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传统舞蹈项目代

表作名录划为表演艺术、礼仪与节庆活动类 （其中更多的划为表演艺术类）

是非常准确的。本书把布朗族蜂桶鼓舞作为研究对象，是想通过对生产生活

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中的布朗族蜂桶鼓舞进行梳理，展开对布朗族蜂桶鼓

舞传统舞蹈的探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提供参考。

王克芬的 《中国舞蹈史》从考古历史遗迹中阐述了远古时期与舞蹈有关

的记录，“人类为了繁衍种族，必然生儿育女。劳动与生殖是人类最基本、

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出自于劳动中的舞蹈，必然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布朗族蜂桶鼓舞传承研究



渗透到人类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①。可见，舞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且与

人们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它是 “通过有节奏的、经过提炼和组织的人体动

作和造型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的艺术。”② 而布朗族蜂桶鼓舞是一种传统的

舞蹈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传统舞蹈的定义是结合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相关概念来阐释的，它既是一种艺术形式，又是一种传统的文化表

现形式。

据不完整统计，我国发掘整理已知的舞蹈表现方式就有１７０００多项，截

至２０１７年年初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下简称国家名录）中传统舞蹈

共１３１项，其中第一批 （２００６年）民间舞蹈４１项、第二批 （２００８年）传统

舞蹈５５项。从国家名录中可看出，第一批对于舞蹈类的称谓是 “民间舞

蹈”，从第二批起改为 “传统舞蹈”。调整名录类别名称表明有关部门在评

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上更加严谨、准确。事实上，对于第一

批国家名录 “民间舞蹈”名称的调整，表明了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

保护实践工作中对 “舞蹈”类别属性和项目特性的把握更加严谨，它准确地

将传统舞蹈和民族民间舞蹈区分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括了很多非民间

性项目，所以，国家名录由 “民间舞蹈”更改为 “传统舞蹈”，使我们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方向上、研究保护范围上更加的明确。

三、布朗族蜂桶鼓舞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结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布朗族蜂桶鼓舞是布朗族人民世代相承、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被它所属的村寨、群体、个人视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它是通过有节奏的肢体语言及使用道具蜂桶鼓和歌舞相结合的形式

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通常与布朗族的社会实践、信仰习俗、人生礼仪以

及节庆活动紧密联系，是表演艺术、礼仪与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

着布朗族的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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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页。
张宜书：《高师院校实施美育的途径与方法》，载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

第１０期。



布朗族蜂桶鼓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自然也就具备其相关共

性。因此，布朗族蜂桶鼓舞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值得

注意的是，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①申报项目的具体评审标准中，

有一个标准：“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色。”② “世代相传”这一表述可以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传承的，在

传承时序上从未间断过。布朗族蜂桶鼓舞是扎根于布朗族群众中的舞蹈，世

代相承，表达了布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与向往，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

四、布朗族研究的成果

关于布朗族的研究，学界已有的成果，主要分专著和论文两部分。

（一）专　著

彭桂萼在 《双江一瞥》③ 中对双江地区布朗族的语言、宗教、衣、食、

住、行、婚、丧、娱乐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了大批学者对各地布朗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调查，积累了

大量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其中，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编

印了 《布朗族简史简志合编》④ （初稿）一书。该书为第一本研究布朗族的

专著，为布朗族研究和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国家民委主持编写了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第一种为 《中国少数民

族》，⑤ 该书是全面反映我国少数民族的知识性的通俗读物，对布朗族列有专

章介绍；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亦编著了 《云南少数民族》；⑥ 云南省编辑组编

了 《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三）册，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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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批维公布 “第一批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１４年国务院批
准公布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国家名录名称适时有所调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 １，国办发
〔２００５〕１８号。

彭桂萼：《双江一瞥》／／彭桂萼：《彭桂萼诗文选集》，德宏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布朗族简史简志合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马寅：《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云南省编辑组：《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研究所编的 《云南少数民族概览》① 一书描述了云南２６个民族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近５０年的历史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书写了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新篇章，其中专门介绍了布朗族的民族概况、生活方式、宗教文化、生活

习俗等。这些都是研究布朗族的奠基之作。此后出版和发表了多种研究布朗

族的专著，使得布朗族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关于布朗族的综合研究，出版的专著主要有：颜思久的 《布朗族氏族公

社和农村公社研究》②，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朗族从氏族公社到农

村公社的整个发展过程，阐明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规律和特点。该书不但

对研究人类的原始社会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

的方针、政策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研究相关问题的同志提供了一些资料

和参考意见。《布朗族简史》③ 论述了布朗族的族源和历代分布、母系氏族

公社及其演变、父系氏族公社、农村公社、过渡到封建制的布朗族社会、布

朗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布朗族生活与文化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这是一

本研究布朗族的佳作。杨毓骧的 《布朗族》④ 主要介绍了布朗族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态、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变化等。赵瑛的 《布朗族文化史》⑤ 从历史源流、人口分布、民族

关系、生存环境、社会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婚姻家庭、

伦理道德、教育卫生、天文历法、文物古迹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布朗族的

历史文化。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纂的 《云南省志·民族志》⑥ 从自然环

境、历史源流、社会形态与物质生产方式、语言与文字、婚丧习俗、伦理道

德、教育卫生、文物建筑、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布朗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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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

颜思久：《布朗族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国家民委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 《布朗族简史》编写组：《布朗族简史》，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杨毓骧：《布朗族》，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赵瑛：《布朗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志·民族志》，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