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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图”体系初探

——“民俗地图”与“文化传承图”体系系列论文之三 

 

何彬 

 

【内容摘要】参照他者民俗地图的技术制作和资料处理方法以及分门别类制作的民俗地图的方法，制作出适于记录中国文化传承

实态的“文化传承图”的方法和规范，以构建记录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状态、分布范围、传承形态的中国独特的

“文化传承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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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地图 

  21世纪以来，中国对分布于各民族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在中国各地，有为数极多的文化工

作者及研究者们参与各种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并且已经收集到许多珍贵资料。虽然已经有大批物质文化遗产以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资料、记录资料相继问世，然而在文化工作者们的手头和案头上，还有更多的初始形态的珍贵资料等待着

人们对其进行整理和保存。以第一形态问世的各种文化遗产资料，也需要人们对其加以科学研究，分析、提炼其精髓，以期深度

理解和解释本国、本民族、本地区传统的自然文化和人文文化，并期待着人们运用深层理解的结果来推动活态继承各种文化遗

产。 

  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成越来越快的整体运转节奏，人们的生活结构和内容也为适应这种快速运转的现代社会生活而不断作出自

觉或不自觉的调整。这种调整，使长久以来存留在民众生活中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和民俗传承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许多传

承在现代社会环境里逐渐被遗忘、被放弃或被改变了。于是，及时、准确地记录并研究现时民众生活中传统部分、着手保护和研

究各种文化遗产，成为日益紧迫的工作。如何科学地记录、保存第一手文化遗产资料，是关系到日后相关的保护和研究成功与否

的关键。只有拥有经过科学化处理的系列性基础资料，才能拥有深化研究文化遗产的基本环境。 

  如前所述，在欧洲以及日本学界，几十年的学术实践证实，周密的田野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民俗地图标示”（以上

简称“民俗地图”）和“民俗地图研究法”（以下简称“民俗地图法”），作为一种保存和研究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是

卓有成效的。 

  日本民俗学不同于欧美民俗学科，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十分广泛。柳田对日本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分类涉及村落、家族、农耕仪

式、人生仪礼、年节习俗、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等多方面。仔细数来，30多个研究对象的子项里竟有二十项以上可以归属于今日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 



  日本民俗学科60多年来为研究日本传统文化、认识日本社会积累下庞大的历史民俗资料数据，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民俗地图

以及运用民俗地图法得出的理论阐述。本文在记述完日本民俗学科从欧洲引入民俗分布地图并充实、发展了这一方法，不但成功

记录下本国文化发展变化时期的重要数据，甚至将该方法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这一事例之后，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

何将他山之石用于琢磨我们自己宝库之玉的问题。 

  中国民俗学研究范围与日本民俗学相近，研究对象范围极广。民俗学与研究人类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承及其他非物质文化

的研究关系密切。正因为研究对象设定的范围广阔，民俗学田野调查时的视野关注范围大，从广角视野出发得到的资料涵盖面亦

十分广阔。这些资料成为编撰各地民俗志和勾画民俗地图的基本数据和基础。因此，在保护和阐发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研究文化

遗产方面，民俗学科具有客观的优越条件和学术上的相近性，她应当也有能力承担这个时代的重任，同时也是民俗学科对社会、

对保护传统所应当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录现存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十分紧迫的课题。如何形成文化遗产调查、整理和研究的系列性方法，完善对初

始资料的记述、诠释的方法，以科学手段记录、整理和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料，进而展开科学的、周密的学术研究，是时代对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者们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迅敏的行动回答时代的要求，尽快设计、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系

统性和科学性的保存、研究各类文化遗产的方式方法，这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者们的一项责无旁贷的重任。 

  中国国土面积大于日本25倍之多，中国的民族构成也远远多于日本。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这多

层的因素使中国的民俗研究拥有丰富的宝藏，同时也形成了东西南北各不雷同的区域性特征。各民族语言、信仰、生活文化的不

同，要求中国民俗研究者们具有更鲜明的地域意识，具备更多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以及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在社会经济形态激

烈变动的21世纪，民俗传统文化的变异和消失正在加速。这意味着民俗学科以及民俗学工作者的时代责任越加重大。“工欲速则

厉其器”，如果民俗研究拥有更科学、更周密、更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方法，我们的民俗保存记录和民俗研究则会事半功倍。 

  笔者认为，以其他国家保护、研究文化遗产的经验教训为基本参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保护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方式

方法，是一条可行之路。 

  面对表象繁多、形式多样的生活习俗以及分散在民间各个角落的各种类型的民间演唱、绘画、歌舞、乐曲、口头讲述、手工

操作技艺等等，如何科学地、完整地采录它们，如何将它们采录之后分类处理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数据或文字或图表式的信息，形

成文化遗产调查、整理和研究的系统性方法，完善对初始资料的记述、诠释，归纳整理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化资料，成为当前

直接面对的课题。时代要求相关学科及时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套系统化的调查、整理、保存和研究文化遗产的方法。而民俗学

科拥有的种种条件，使它有可能承担此项重任，同时，也是一个义不容辞的、历史赋予这个学科的重大责任。 

  参与收集、研究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对调查和研究的对象抱有热忱，同时还需要拥有科学性的手段，只有二者

兼备才能保证及时地记录、保护各种文化遗产的信息和各种数据。用系统化的规范性方法去教育、培养未来的文化遗产工作者和

研究者，同时为奔赴田野紧急采集收录各种文化遗产的人们提供采集收录的参考标准，以资获得更具有持久科学性的精密的第一

手资料。在此，笔者提出设想：参照海外学科的成功经验，包括日本民俗学科的成功运用“民俗地图”的经验，借鉴“民俗地图

法”的技术操作方法和民俗地图分类，开拓中国式的“文化传承图”体系的制作和运用方法的新领域，设置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

绘制、记录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状念、基本类型、分布范围、传承形态的“文化传承图”体系。 

  前几年，众多国人曾经为一个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传统年节同名的项目被他国申请为该民族的文化遗产而激愤。如今不是危

言耸听，中餐里的传统食物如饺子、面条等等，已经在他者的国度里大有发展，甚至形成该国某地区知名度极高的代表性食品。

如果又出现将这些食物申请为该国、该民族的文化遗产的举动，我们又要去再激愤一番吗？激愤并不能转变事态，笔者认为，应

当把这种激昂的情绪转化为全力投入制作文化传承分布图工程去的行为动力。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拥有覆盖面极广的文化传承图体系资料，随时可以信手拈来有关某种习俗或传统食物的起源、分布、种



类、传说、相关信仰和制作程序等等翔实的资料，再加上厚厚的一册分布图和具体数据以及详细的文字解说，那么无论是在论述

继承发扬传统还是在对外宣扬、介绍民族文化，或者是力辩申请作为人类文化优秀遗产时，想必情况都会有很大不同。再进一

步，今后中华食品或其他民俗事项如果要申请“世遗”，自然也需要这些硬性数据以及图示资料。从这个角度看，构建文化传承

图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之务。 

  文化传承分布图体系的构建，既可以为日后的保护和研究提供学术资料，也可以为一般欲了解中国各族文化概观或中华文化

某个构成部分之习俗，提供概观性、科学性的标示图和资料数据。毫无疑问，“文化传承图体系”的建立，对于弘扬和发展传统

文化是一个十分有效且很具科学性的工具和方法。 

  二、“文化传承图”体系构想 

  （一）“文化传承图”的制作目的 

  “文化传承图”体系可以充当科学地记录和直观性再现各种文化传承形态的角色，简明、形象地表现民俗实态，并且将同一

空间或不同空间甚至不同时间的民俗传承的特征和差异反映在同一个平面上。文化传承图还能够将无形的民俗（指非物体性的、

人们的民俗行为，如祭祀仪式及其他各种仪式或心理性民俗行为禁忌、民俗信仰以及民间戏剧、民间音乐等音声行为民俗）有形

化，形象而又简洁地展示出各种时空范围的文化现象。这是文化传承图独到的特色，它对认识传统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比较

的视角，对深化地域民俗研究、从事文化的比较研究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文化传承图既是展示调查结果、介绍文化存在状态的方式，又是进行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这就是文化传承图的学术

价值和意义所在。 

  首先，绘制文化传承图可以适用于以下几类基本需要或目的： 

  1.确定文化事项之传承、传播范围 

  2.文化事项之横向比较即空间性、共时性比较研究 

  3.文化事项之纵向比较即时间性、历时性比较研究 

  4.把握地域文化特性 

  5.探索文化事项传播、变迁规律 

  具体的绘制操作可参照《日本民俗地图》的做法。以下首先探讨制作大型、广域的、适应于中国文化国情的复合型“民俗文

化传承图”的基本理论设想及相关技术操作规范。 

  （二）“文化传承图”体系结构 

  根据中国国情，可考虑制作下列两大类12种系列的民俗地图： 

  第一类：单项民俗事项分布图系列，分类代号为1 

  1-1单一地域（某村、某镇）单项民俗分布图 



  1-2初级广域（如市、镇）单项民俗分布图 

  1-3中级广域（如地区市、县）单项民俗分布图 

  1-4高级广域（如省、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单项民俗分布图 

  1-5全国范围单项民俗分布图 

  1-6单一民族单项民俗分布图 

  第二类：复数项民俗事项分布图系列，分类代号为2 

  2-1单一地域复数民俗事项分布图 

  2-2初级广域复数民俗事项分布图 

  2-3中级广域复数民俗事项分布图 

  2-4高级广域复数民俗事项分布图 

  2-5全国范围复数民俗事项分布图 

  2-6单一民族复数民俗事项分布图 

  每个类型的民俗分布图，依照民俗研究的各种分类，还可繁衍出各自的系列分布图，如年节习俗、人生仪礼、农耕仪礼、信

仰、衣食住、故事传说、民间戏剧曲艺、民间美术和手工艺等等。各种项目的之下再分支出多种小类，构成一树多枝叶型体系分

布图。 

  根据需要，今后还可在上述两大类12种系列之上，再逐渐伸展出新的系列项目或根据实践所需，增加类型或重新调整类型划

分等。 

  我们已介绍了10卷本的《日本民俗地图》概况，中国文化传承分布图可以将其作为对比参照值，结合中国的文化内涵之具体

特性，对他者的范例有所借用、有所修改、有所发挥。例如，日本民俗地图第1卷（年节）的30幅民俗地图，明显侧重关注农事

节庆。而我们不必完全模仿，可以将其分为农事节庆、国民假日、传统节日等。第5卷（分娩与育儿）收录的10幅有关妊娠、分

娩和婴儿诞生祝贺等的民俗地图，显然与我国汉族及各个少数民族的习俗不同。仅我国不同民族的坐月子习俗，包括现今的“月

嫂”表象与传统变容的记录，就足以绘制多幅民俗图。如果绘制其他民族的有关民俗地图，也会出现习俗异同不等或关注点、侧

重点不同的问题。在制作这类题目的传承图时，应当注意选取突出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特点的相关项目。 

  《日本民俗地图》除了第1卷第2卷年节部分分别制作了30幅民俗地图之外，其他各卷基本只制作十几幅甚至不到10幅。虽然

日本国土面积不大，但是作为全面记述国度民俗的地图集，实在有些单薄感。我们的文化传承图体系则可以大大超出这个数字，

把民俗事项标示得更详细、精确。例如，有关中国饮食的项目图，就可以考虑把世界闻名的中餐分为风味体系、区域体系（四大

菜系、八大菜系、民族风味、素菜）、日常食物与节庆食物、主食类与副食类、菜肴类、羹汤类、冷菜类、小吃点心类、面食类

与米食类、药膳类等等细目，由此归类资料，再根据各个细项的资料分别绘制各自有几十幅民俗地图的、数册一套的多个小系列

民俗地图集。 



  其次，日本民俗地图调查地点以及调查事项的选定，明显侧重乡村和乡村民俗。而今日中国要绘制的是反映21世纪今日民俗

现状的民俗地图，无疑应该同时设定都市民俗调查地点和调查项目。这样全面兼顾地投人民俗地图编制，相信可以走出一条符合

中国国情的路子。 

  三、建构“文化传承图”体系的主要步骤 

  （一）两个作业阶段 

  按照一定规范，施行周密的田野调查，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文化传承现状资料，是制作“文化传承图”体系的必要前提，这里

将其设为构建“文化传承图”体系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内容是制定周密的调查项目，然后走进田野。田野工作时间长，工

作要求精密、细致。这一阶段包括前述①个人制作民俗地图的1至3： 

  1)民俗调查 

  2)调查资料整理 

  3)标示用资料分类 

  及大型系列图制作程序的1至5： 

  1)确定民俗项目 

  2)制定民俗调查项目 

  3)实施民俗调查 

  4)整理调查资料 

  5)资料卡片分类 

  第二阶段基本内容是把获得的大量数据信息经过分类、选定标记等处理后标绘于图。这是制作“文化传承图”体系的主要工

作阶段，本文将其设为创建“文化传承图”体系的第二阶段。它包括在前面叙述过②的个人制作民俗地图的3以后的程序： 

  4)选定标示符号或标示用图表 

  5)选定空白地图 

  6)标示作业 

  7)制作对应文字解说 

  8)附录相应的调查数据 

  以及大型系列图制作程序的6至最后的程序： 



  6)选定标示符号或标示用图表 

  7)资料再处理 

  8)空白地图 

  9)培训绘制人员 

  10)标示作业 

  11)检测标示内容 

  12)配置对应文字资料 

  文化传承图制作的第一阶段的实践篇，要求参与人员具备一定田野经验和有关文化传承的知识。为保证获得的田野资料具有

高水准的均一性，可以由民俗专业人员与文化工作者混合编组，进入田野共同作业。建议在第一阶段进入实践之前，通过开展集

体培训、书面指导、提供范本等方式，首先从整体范围着眼，规范对文化传承项目调查的方法和手段、记录方式、方法。 

  （二）深入掌握“他者” 

  日本民俗学科于1927年绘制第一幅民俗地图，而对民俗地图本身的关注则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逐步增多。日本民俗学会的

会刊也曾经开辟民俗地图讨论专集。2007年2月，日本民俗界出现了第一个“民俗地图研究会”，该研究会每年举行3或4次研究

例会，在这个基础上于2009年3月发行了第1期《民俗地图研究》。在第一篇论述里，日本国学院大学仓石忠彦教授指出，民俗地

图的功用不仅仅是标示民间传承之所在地点或表象，还应该显示出民俗应有的状态和民间传承的地域性、民俗文化的历史、民俗

文化的性质等。民俗地图不仅仅是民俗分布的标示，它还应该成为分析民俗资料的方法③。这个针对所有民俗地图提出的要求，

表明日本民俗学界对民俗地图的研究及认识，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动向提醒我们在努力制作标示民俗所在和民俗表象的

民俗地图的同时，还要关注这些民俗地图今后如何成为分析民俗资料的工具。 

  要达到这一点，无疑需要民俗专业人员率先学习和研究民俗地图法的全貌。具体地要求我们的专业人员坐下来学习德国和日

本等国的民俗地图的学术依据、标示和研究运用的具体过程以及具体制作技术。我们要首先走进他者，掌握他者，然后将他者经

验为我所用，发展他者经验最后超越他者。为此，我们的民俗学者和工作者，需要首先学习和理解这个产生于他者之处的方法，

用他者的工具为我服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举办不同层次的学习会、研讨会和分期分批的培训班都是有效的具体形式。 

  （三）调查项目设定 

  民俗调查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活生生的第一手民俗资料，以保证民俗研究的确实性。进行民俗调查获得民俗资料，然后通

过整理和分析这些民俗资料，去认识某个村庄、某个地区的民俗文化特征。民俗调查的问项设定，直接关系到民俗调查资料的质

量。而民俗资料的质量又会左右民俗地图的生命力。可以说，民俗调查的具体项目是民俗地图成败的关键性技术要素。 

  要获得具有科学性的民俗资料，就需要在民俗调查或文献调查之前做好周密的调查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定详细的

调查访谈（或文献查找）事项的一览表。依照周密的调查事项做访谈或观察式、参与式调查或文献查找后整理出的笔录，就会包

含诸多详细的信息。 

  如何才能制定出详细的调查访谈（或文献查找）事项一览表呢？应当根据自己的调查主题，在列入时间、地点、调查地概况

之后，要考虑如何才能立体地把握调查主题。这里“立体地把握”是关键词。如果想要“立体地把握”民俗调查的对象，就需要



考虑不满足于正面，还要尝试从侧面甚至背面去认识它。带着这个意识去面对一个民俗调查题目时，就会有深入追问下去的冲

动。有了想多侧面了解一个题目的意识，才会有发自多种角度的提问。这些追问和提问，就构成对一个具体题目或事项做“立体

调查”的调查事项。 

  周密的民俗调查，需要事先对所要调查的对象做细致的了解并详细思考设定调查全过程。此外，还应当事先多阅读、参照他

人的民俗专项调查报告或论文。从民俗专项调查报告或论文的记述章节，可以看到该文章作者的观察角度和观察时运用“镜子”

的多寡以及“镜子”的角度，提示你自己忽略的侧面或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如果多做一些这样的训练，就会培养出周密观察事物

的能力，一种观看、思索、追究民俗文化事项深层的眼力。在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各自的周密观察事物的能力即做周密的民俗调查

的能力之前，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民俗学的初学者，从课本上、从他人制作的调查事项中学习基本的观察访问技巧。 

  文化传承图的制作，主要在第二阶段实施。它制作成功与否，首先依赖于第一阶段田野工作记录下的那些处于时代转折期

的、稍纵即逝的民俗文化以及民众生活各方面的珍贵数据。 

  本文前述他者的民俗地图成功经验之一，是民俗学专业人员大力参与第二阶段的绘制民俗分布图、编写民俗分布图解说资

料。鉴于我国民俗学教育事业飞速发展，这一条的实施已不存在人手不足的困难，建议分布图体系的绘制、解说，也应以民俗学

专业人员与各地方文化工作者混合编组、共同作业方式为佳。 

  依靠我国需要保存和研究的文化类型繁多、实践领域广阔、参与人员众多的优势，相信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总结归纳出

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以迅速摸索开拓更多的理论型、研究型图表的制作和运用方法。 

  四、结语 

  文化传承图体系从微观和宏观角度记录、表现时代的民俗类型信息，将会为人们认识传统文化提供一种工具。然而，实现这

一目标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对“文化传承图”进行理论设想、方法论定位、规范田野作业标准、制作图表的操作规范等具体技术

问题也尚需深入细致的探讨。中国民俗学科起步甚晚，其发展因历史原因多有曲折，至今未有系统的本学科独立理论。若要提高

民俗学科在保护、研究文化遗产工程里的作用，那么，走入国外相同学科，在充分认识和理解他者的基础上超越他者，一面在保

存和研究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时代课题里发挥民俗学科的独特作用，一面在解决课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民俗学科本

土化建设，形成民俗学科独自的理论系统，这也许是一条一举多得的捷径。 

  笔者提倡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部门借鉴海外学科的成功经验，包括日本民俗学科成功制作民俗地图、保存记录下珍贵的文化

变迁实态的事例，目的在于参照他者民俗地图的技术制作和资料处理方法以及分门别类制作的民俗地图的方法，制作出适于记录

中国文化传承实态的“文化传承图”的方法和规范，以构建记录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状态、分布范围、传承形态的中

国独特的“文化传承图”体系。 

  衷心期待国内外学者携手协力，为创建中国式“文化传承图”体系，为记录保存和分析、研究中国民俗文化、记录和保存非

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必要的手段。中国需要保存和研究的文化类型繁多、实践领域广阔、参与人员众多，相信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

期内总结归纳出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以迅速摸索开拓更多的理论型、研究型图表的制作和运用方法，建立一套完整的“文化传承

图”体系，为后人保存下重要的文化资料和数据信息。 

  注释： 

  ①②参照本系列论文之二。 

  ③仓石忠彦《民俗地图的前提与概念》《民俗地图研究》第一号第5页，民俗地图研究会发行2009.3。 



  来源：《民族艺术》(南宁)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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