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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发展，浩浩汤汤; 历史传承，文化为魂。我们引以为豪的
人类文明，皆是前人的智慧结晶，滋润着世界各国人民繁衍生息。
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不可复制的精粹，需要后代细细品味
与呵护。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留存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
华民族灿烂悠久文明的缩影，也是华夏子孙拥有的宝贵文化财富，
更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支撑。

众所周知，文化与旅游密不可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区旅游
业兴旺发达的灵魂。通过发展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事
业将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同时还能弘扬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价值，增强旅游业的发展内涵。如今，天府四川、魅力成都把
旅游业视为主导产业和“幸福产业”，亟待对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现状进行研判，以对城市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的精
神去缜密思考相关问题。基于此，本书的框架思路就显现雏形。

成都大学旅游文化产业学院副教授袁力老师负责全书的策划与
章节设计，编写了第一、二、三、六章。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董
庆佳老师编写了第四、五章。蒋斌先生协助全书的统稿工作，并完
成附录的收集整理。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成都大学及其旅游文化
产业学院的有关领导、同事、同学以及成都市旅游局相关处室给予
了大力支持与帮助，四川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
件。对此作者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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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上篇理论研析和下篇实践探究两部分，试图通过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析，提出有关城市旅游转型升级的些许看法和建
议。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敬
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作为成都大学“1315 人才强校工程”中青年骨干教师科研项
目的小小成果，我们期待社会更加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事业，希望能为成都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

袁 力
2014年 4月于成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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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古往今来，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包含物质基础与精神家园两大

重要的载体。其中，人类生命价值的核心就在于文化。关于 “文

化”的理解，学界观点林林总总，一般从广义和狭义的视角加以理

解。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态等多元环境的综合反映，它

推动着人类社会持续地向前发展。一些学者还认为，在阶级社会

中，文化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其中，关于文化功能的认识，一般从其本质属性方面进行研

究。国内学者认为，文化的本质属性就是非强制性的影响力。对一

种文化要从思想、行为、表象三个层面切入，抓住真、善、美三个

主题内容，使用选择排序、表现方式、区别特征三个关键要素来进

行认识①。

广义视角的文化，特别强调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

界的本质区别，充分考量人类独特的生产与生活形态，其涵盖面非

常广泛，又被称为 “泛文化”“大文化”。

狭义的文化，特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

·３·

① 张俊伟．极简管理：中国式管理操作系统 ［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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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各种

制度等。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文化，其实质就是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

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而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

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故又称 “精神文化”“小文化”。

１８７１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 《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

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

内的复杂整体①。

人类社会上下五千年，璀璨的文化贯穿其中。毋庸讳言，文化

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前人的文化成果无疑将成为后人的宝贵

财富，尤其是富含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应该成为当今人类细细品

味的 “传世之宝”。

第一节　从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即有形文化遗产，它与无形文化遗产共

同构成了人类文化成果。目前，遍及全球的文物古迹、人文景区、

名山大川等，都能寻觅到人类文化遗产的踪迹。

一、对 “文化遗产”的再认识

学界普遍认为，有形文化遗产就是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传统

意义的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颁布的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简称 《世界遗产公约》）②有关文字表述，主要包括历史文

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

·４·

①
②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 ［Ｍ］．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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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

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

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 （街区、村镇）。

其判定标准包括：

（１）必须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２）能在一定时期内或在世界的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

术、纪念物艺术、规划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３）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

是特殊的见证。

（４）可作为一种建筑、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人类历

史上一个 （或几个）重要阶段。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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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与具有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思想或信仰或文

学艺术作品有直接和实质的联系 （委员会认为，只有在某些特殊情

况下或该项标准与其他标准一起作用时，此款才能成为列入 《名

录》①的理由）。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目前国际上主要从 “固态”的标准来界

定文化遗产。然而，实物形态的文化遗产是通过 “非实物”的软性

技能加以展现的。正如博物馆的文物古迹不能说话，但文物古迹的

非凡价值都是通过先人不可比拟的制造工艺流传后世的，诸如制造

·５·

① 即 《世界遗产名录》，１９７６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 《世界遗产名
录》，负责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
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录入 《世界遗产名录》，对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
督指导。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将成为世界级的名胜，可接
受 “世界遗产基金”提供的援助，还可由有关单位组织游客进行游览。由于被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的地方能够得到世界的关注与保护，提高知名度并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各国都积极申报 “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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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创作手法等，这些其实是比物质文化遗产更具魅力的人类文

化成果，也就是俗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进行 “再认识”，要

把目光更多地汇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为无形文化遗产，特指被各群体、

团体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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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

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

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换言之，也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如民间文学、民俗

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

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即定期举行的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如歌圩、庙会、传统节日庆典等）。这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中有明确的表述。这些表述特别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传

的特点以及与当地其他文化紧密相连的关系。事实上，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一种融于地方民众生活之中，具有地方特色，打上地方文化

历史和发展烙印的民间文化。它生长或生根于某一区域之中，反映

并关联着某一区域的文化个性或性格①。因此，通过这些无形的文化

形态，我们可以发现某一地区民间的生活历史、社会历史及其他文

化发展的历史，尽管这些历史和文化并不为上层所关注和记录。

·６·

① 陈华文．原生态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９）：
２４－２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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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简介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７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并启用中国文化

遗产标志 （如图１－１）。从标志设计方案可以看出，中国对文化遗

产的理解较之传统理论已经发生了跨越式的转变。

图１－１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是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 “四鸟绕日”

金饰图案为主体的。之所以使用 “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代表中国文

化遗产，就是因为这一金饰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

是古代人民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

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体现了神

秘的古蜀金沙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该标志也是广义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文化遗产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０日是中国第一个 “文化遗产日”，公布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 （如图１－２）。该标志是通过网上征集，群众

投票和数轮专家评议最终选出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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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

标志外部图形为圆形，象征着 “循环，永不消失”；内部图形

为方形，与外圆对应，天圆地方，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空间

有极大的广阔性”；图形中心的造型为古陶最早出现的纹样之一的

鱼纹，隐含 “文”字，“文”指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鱼生于水，寓

意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世代相传”；抽象的双手上下

共护于 “文”字，意取 “团结、和谐、细心呵护和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守护精神家园”的寓意。标识图形传达出古朴和质拙感，一

方面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另一方面彰显了中国政府

和人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表现出中华民

族团结、奋进、向前的时代精神。①

第二节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人类文化遗产也可

界定为 “世界遗产”，其中囊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是指

·８·

①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２７２６５２．ｈｔｍ？ｆｒ＝ａｌａｄ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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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

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

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

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文化景观”四类。广义的世界遗

产，根据形态和性质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

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 （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

世界遗产按照遗产项目所具有的 “真实性”与 “完整性”（最

基本的前提）以及保护管理 （由相关管理机构制定法律规章还有经

费）这两个前提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复合遗产和

文化景观。① 世界遗产是人类与大自然所创造的珍贵的有形或者无

形的资源，它们以其独特性、不可再生性，被视为全人类共有的财

产。② 尤其是其中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创造的无形的精神财富，由于

其自身特有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手段，比有形财富更容易被破坏。

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从国际范围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

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 “活”的显现。

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

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 “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

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

为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

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

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于１９９８年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

·９·

①
②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ｕｂｖｉｅｗ／９０１８／１０１２４０１８．ｈｔｍ？ｆｒ＝ａｌａｄｄｉｎ．
崔风军，罗春培．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Ｊ］．法制与社会，２００６

（１９）：１９５－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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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评选。

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条件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评选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具

有相应的艺术价值，第二是该项目处于濒危的状态，第三是针对该

项目有完整的保护计划。

三、亚洲及太平洋、非洲、阿拉伯、欧美及拉美地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亚洲及太

平洋地区共３２项，非洲地区共１６项，阿拉伯地区共６项，欧美地

区共２０项，拉美地区共１７项，具体名录如下①：

（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１．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唱述

２．德拉迈茨的鼓乐面具舞

３．斯贝克托姆———高棉皮影戏

４．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５．铜锣文化空间

６．拉姆里拉——— 《罗摩衍那》的传统表演

７．印度尼西亚配剑

８．蒙古族长调民歌

９．马克—扬戏剧

１０．歌舞伎

１１．宫廷宗庙祭祀礼乐

１２．博逊地区的文化空间

１３．昆曲

·０１·

①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１２０７１３４．ｈｔｍ？ｆｒ＝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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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伊夫高族群的哈德哈德圣歌

１５．能乐

１６．鸠提耶耽梵剧

１７．柬埔寨皇家舞剧

１８．古琴艺术

１９．板索里史诗说唱

２０．吠陀圣歌传统

２１．哇扬皮影偶戏

２２．净琉璃文乐木偶戏

２３．吉尔吉斯史诗弹唱阿肯艺术

２４．马头琴传统音乐

２５．拉卡拉卡———汤加说唱舞蹈

２６．迈达赫 （公共场所说书人）艺术

２７．瓦努阿图沙画

２８．雅乐———越南宫廷音乐

２９．沙士木卡姆音乐

３０．游吟歌师歌曲

３１．江陵端午祭

３２．中国珠算

（二）非洲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１．尼日利亚的艾法预言体系

２．维布扎治疗舞蹈仪式

３．姆班德或耶路撒勒玛舞

４．迈基石化妆舞会

５．乌干达树皮衣制作

６．朝比木琴音乐

７．亚饶—戴高文化空间

８．古勒—沃姆库鲁祭祀和舞蹈仪式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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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

１０．热莱德口头遗产

１１．塔格巴纳的横吹喇叭音乐及文化空间

１２．尼亚加索拉的索索·巴拉文化空间

１３．中非阿卡俾格米人的口头传统

１４．黑拉里亚史诗

１５．扎菲曼尼里的木雕工艺

１６．坎科冉或曼丁成人礼

（三）阿拉伯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１．巴勒斯坦希卡耶说书

２．坦坦地区的木赛姆牧民大会

３．佩特拉和维地拉姆的贝都人文化空间

４．伊拉克木卡姆

５．萨那歌曲

６．阿尔及利亚古拉拉地区的阿赫里

（四）欧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１．比利时、法国的巨人和巨龙游行

２．比斯萃萨的巴比———肖普鲁克地区古老的复调音乐、舞蹈

和仪式习俗

３．斯洛伐克新兵舞

４．撒丁岛牧歌文化———多声部民歌

５．埃尔切神秘剧

６．格鲁吉亚复调演唱

７．塞梅斯基的文化空间与口头文化

８．立陶宛十字架雕刻及其象征

９．西西里木偶剧

１０．阿塞拜疆木卡姆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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