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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文化" 一词，复杂而多义，但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人类

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

要经由一系列符号介质实现其价值祈求的对象化实践过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

应的，然而这个由"非物质"、 "文化"和"遗产"三部

分构成的概念，一开始便具有歧义丛生、延异多变的特

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不同时期先后使用"传统文化

与 民间创作"、 "口头遗产"、 "非物质遗产"、 "无

形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不同概念指称这种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0 2003年10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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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包

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即(一)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 三)社会风

俗、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五)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而2011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

族人民世代相传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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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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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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指

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

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从两者总括式内涵界定和列举式范围覆盖的细微区别

中，我们可以看到，将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翻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涉及到英汉两种语言之间

的翻译技巧问题，也表明了人们对于 "intangible" 的不同

认知和理解，凸显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理论上的辨析与澄清，是实践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前提与基础。我们通过这种辨析与澄清，可以归纳出

"非遗"的一些主要特征。

一、内涵 t的非物质性。"非物质性"可能是 "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中最令人困惑、 最易产生争议的

部分 。 "非物质"词，显然是对应于 "物质的" 。所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井以活态

方式传承至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及

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象。它不

是指那些"看得见"、 "摸的着"的具体的实物或工具，

而是指那些通过人的技术类、技能类活动产生的、附着于工

具或实物之上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非

物质的精神属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核心的内涵。

就此而言，它是"无形的"、 "精神的"不同于具体、

可见的物质遗产。无形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祈求，无法直接呈

现出自身，而不得不通过或借助于人的实践过程或实践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物，即所谓"表现形式"、 "场所"甚至是"实物"彰

显、传播和传承。就此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能以完

全"无形的"、纯粹"精神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些具

体可见的"工具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其自身并不能

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人的实践活动的载体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都会因其蕴含的文化价值被后人认同、接受而不

断传承下去。但是，物质文化的载体一般是在人类历史活动

中生成的静止的、不可再生的人化自然物，传承下来的也主

要是某种具体、有形的物体。尽管在这种人化自然物中无疑

蕴含着人类的某种致思方式和价值理念，但由于己远离其原

初的生态环境，后人难以把握并传递其中的精神蕴涵。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载体则主要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是具

体、活态、生成着的过程，如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

社会风俗、手工艺技能等活动，就这种表现形式和传承载体

而言，又是具体、有形的。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界

定上，尽管也有将具体的实物或场所列为其中的，但是仍然

强调其与人具体、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的密切关联

性，而不是物质文化载体那样单纯的具体有形物。

三、活态的世代相传性。与以静态存世的物质类文化遗

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游离于民众的日行常用之外

的，而总是以鲜活、生动的形式，将积淀在民族心理中的价

值观念、精神意蕴，通过人的行为活动"相传"在我们面

前。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但现在已经消亡了的文化事

象，自然不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非物质

3 



4 

文化遗产"是人类不断叠加的历史文化记忆，还具有"世代

相传性"方面的时间限定。当下以活态方式呈现、流行、传

承着的"非物质文化"事象，并不二定必然就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产生、传承时间不长的"非物质文化"事象

般也不会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 不同地区和民族对于

这种"世代相传性"的时间要求，可能会不尽相同·。在中国

这样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具体"非遗"保护实

践中的"世代相传性"要求， 一般应有百年以上的"活态"

时间跨度。据此我们也可看出选选、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对于外部客观世界和自身主观世界认知的结

晶，又是进-步认知的基础和出发点。作为人类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和行为活动总和的非物质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内

涵，是民族传承的文化基因和密码，也是维系民族认同的枢

纽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在因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

而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不是

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更不是走向文化激进

主义，丽是通过对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的自觉，同民族乃至

整个人类自身历史的对话，并通过记忆、反省与审视，以进

一步维护民族认同，传承历史智慧， 丰富文化多样性，创造

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这给我国进入常态化建设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发掘、整理、研究、普及、保护、传承等一系列

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常州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余年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常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们期望全社

会继续通过不懈的努力，强化文化自觉，唤醒文化记忆，进

一步巩固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成果，使常州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我们手上不失传、不失真、不失声(声誉、美誉度)。

编者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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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常州非遗

胡学琦

当文明苏醒在葱郁的林莽

你手携骨针、石铸

你披画饨面、兽裳

在熏风吹拂的中吴大地

点燃了天边的曙光

从此啊

你曼妙的身姿穿越时光隧道

渐行渐近

幻化出万花筒般的瑰丽景象

舞尽秦汉冷月

唱响唐宋华章

剪出明清云烟

酿成民国风尚



延陵、毗陵、晋陵、兰陵

一串古意盎然的名字次第绽放

在典籍里，在文物问

你把散落的文明碎片渲染成一片鲜活

在村落里，在城市问

你将昔日的黑白故事镶进彩色的画框

你融在延陵审美的情趣里

你嵌在毗陵历史的年轮间

你活在晋陵文化的记忆中

你写在兰陵大地的笑脸上

你让我心生依恋

我的生活常随你诉说沧桑

你酿造的民俗民风

游走在乡村里巷

你催生的工美佳作

装点多姿的城厢

你栽培的孟河中医

使望闻问切变得不同凡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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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哺育的传统锡剧

把生旦净丑演到长夜未央

你制作的名点佳肴

让百姓生活活色生香

你营造的文化空间

将诸葛智慧悄悄珍藏①

你是延陵人诗意栖居的记录

你是常州之所以很常州的映像

这一段常州吟诵声

一一一醉里吴音相媚好

这一口金坛封缸酒

兰陵美酒郁金香

这一场深阳竹马灯

一一衣冠简朴古风存

这一炉常州大麻糕

一一倒缘乡味忆回乡②

① 诸葛八阵图村落是常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项目类别:文化空
间。
② 陆游贵卢肥班脆调羹美，麦熟油新作饼香。自古达人轻富贵，
倒缘乡味忆回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这一首孟郊《弦歌行》

一一驱饨击鼓吹长笛①

这一盒龙泉红印泥

一一水阔山遥翰墨香③

这一曲梵呗唱颂调

一一如听仙乐耳暂明

这一幅金坛刻纸画

一一-愿乞画工新意匠

你在焦溪水面蒸腾

你在杨桥老街亮相

你在士于墩村袅袅炊烟里缭绕

你在青果巷军军细雨里倘佯

你在白云溪岸边晾晒祖宗技艺

你在传月卢里大院翻唱今来古往

在铿锵的锣鼓声中

领略直溪巨龙翻旋的乡土世界

从脆嫩的萝卡干里

① 唐代孟郊为漂阳县尉，作咏储诗《弦歌行)) ，有"驱储击鼓吹长
笛，瘦鬼染丽惟齿臼"句。
④ 王伯敏，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诗人。己故禅门泰斗净慧长老
读其诗画，赋诗赞道新诗一曲来天外，水阔山遥翰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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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明清百姓演绎的市井万象

在芦花掩映的塔山脚③

你教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在老屋围拥的槐树下

你在把动人的故事传扬

这是浓郁的中国风

这是地道的常州腔

今天，我一边沐浴着现代文明

一边吮吸着传统营养

没有你，城镇就只是堆砌的砖瓦

没有你，田野就只是贫血的土壤

没有你，头顶的云会苍白了天空

没有你，眼前的风会干枯了村庄

没有你，漏湖、长荡湖是一汪死水

没有你，茅山、小黄山将一片荒凉

曾经坎坷的我更加坚信

正因为有你，现代才倍有底蕴

③ 孟河塔山是斧劈石盆景石料产地。



正因为有你，古老就再显容光

你闪亮在华夏的文化长廊

你永远是我心灵的故乡

浏览你的清单我承载着一份厚重

流连你的气场我积蓄了万千能量

我深情地眷恋着你

有你才知道我来自何方

我精心地呵护着你

为你我甘愿两鬓染霜

我淹留在你身旁

为的是我们的子孙

能把一脉相承的纯正基因根植身上

在传承基地

年轻人专注的神情告诉我

你的血液已泵进他们的血管

在学校课堂

小学生童稚的认真告诉我

你的精神正注入他们的心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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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底气十足地说

他们的肩上扛着你的担当

他们的行囊装满了你的滋养

他们正接过父辈无私的馈赠一

用梳筐梳理常州的悠悠过往

用刻刀雕刻常州的当下气象

用彩线绣制常州的明日芬芳

如果是这样

你会欣慰地看到

眼前的景象绝不是落日的辉煌

是新一轮朝阳冉冉升起在地平线上

龙城不老，岁月无恙

以文化之，东去大江

你传给我们这一代的歌

我们的后代正接着唱!@

@ 哲学家冯友兰不仅"照着讲
讲开创自己的哲学。哲学要"接着讲文化、艺术则要"接着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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