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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与保护 

中央民族大学 陶立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进行了10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1219项。其中民间文学类125项，在这125项中，少数民

族民间文学有53项，占民间文学类的42%，看来这是不小的比例。但是和中国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蕴藏量，和它辉煌无比的文学宝库比起来，只是沧海一
粟。目前我们为沧海一粟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却忘记了少数民族
民间文学的海洋。但这不是本末倒置，而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守护住精神家园，使传统文化资源得到更有效的保
护。 

民间文学的传承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绵延不断的
文化源流。进入国家名录的项目，只是代表作而非民间文学的全部。53项民
间文学代表作，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还摊不到一项，可见保护工作的严
峻。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是政府文化工作的范围之一，是属于
行政工作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对它的理论研究。而高等院校，特别像民族院
校的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又没有更多的关
联。比如我们的田野作业可以发现代表作及其传承人；我们的理论工作可以发现
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史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为政府的保护工
作提供根据，帮助政府制定保护政策；我们还可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
至于说没有更多的关联，是因为学校的民间文学（包括民俗学）专业主要是培
养人才，提升学科的地位和质量，并不承担具体的保护任务。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主要是由各级政府承担的。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我想从教学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这一概念是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被引进的。10来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开展，媒体的宣传，“非遗”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这是一个学术概
念还是一个工作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从保护的角度看，似乎是一个工作概
念，即那些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应该加以保护。最近几年来，也有
学者将其作为学术概念使用，提出建立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2006
年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曾编辑出版过一本论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
集》，我是主编之一，而且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概念是由我杜撰的，
之后便再没有深入地探讨过。如果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标新立异，创
造一种新的学术概念，需要充分讨论。现在有些高校、研究所成立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一类的学术机构，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一类的专著出
版。但学界的意见好像还不一致。如果因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
产生一种学科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显然不是理由。一门学科的建
立，有许多条件限制，比如学科的界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分类、理论框
架、方法论、学科发展史、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特别是与民俗学的关系
等。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在民俗学学科的理论框架指导下，
研究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2、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是一个民间文化大
国，就民间文学而言，传承的历史十分悠久，既有文献记载，又有现实的口
头传承。口头文学占据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其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中国
文学史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神话，二是英雄史
诗，三是民间叙述长诗。至于民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等作品更
是丰富多彩，民歌的演唱可以说延续了《诗经》的传统。但是这些年来民间
文学的研究在走下坡路，许多院校的民间文学由必修课变成选修课，民间文
学的田野作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我曾为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
《中国文学卷》执笔撰写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条目，这是个大条目，一
万多字，详细介绍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而且参与了少数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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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条目框架的制定、组稿、约稿到最后的定稿工作，担任少数民族文学分支
的副主编，历时八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民族大学恢复民间文学教学，
主要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民俗学则以少数民族民俗为研究对
象，而且这两门课都是必修课。我曾经出版过两本概论著作，一是《民族民
间文学理论基础》、二是《民俗学概论》（后改名《民俗学》由学苑出版社
再版）。当时是作为自编教材用于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许这两本教材现在
已经过时了，所以民族大学文传学院不再使用。但是民族地区的院校还在用
作本科教材和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日文翻译本和韩国文翻译本同样作为日本

和韩国民俗学教学的参考书。我始终觉得，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专业应该
以少数民族民俗和民间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我
们不能和北大、师大比。少数民族民俗和民间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
资源。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角度讲，进入国家名录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只占少
数民族民俗和民间文学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对少数民族民俗和民间文学做
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仅看到少数进入名录的项目，更应该看到它的整体，
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生态、特色，对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做细致
的考察、记录和保存，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绝对有益的。 

3、如何保护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50多
项进入国家级名录，但是他们的保护现状和传承状况怎样，我们并不十分了
解。其中的许多项目是文革前收集整理的，有的项目已很难找到原来的传承
人，只好由申报单位和文化馆站保护。有的项目传承人年事已经很高，最高
年龄102岁，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如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5人，其中60岁至102岁的22人，40岁至60岁的3人。其他
几批的传承现状也不容乐观。面对这样的现状，高等院校的民俗学专业作为
人才培养基地，应该担负起责任。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除了几位、几十位代
表性传承人之外，同时还有传承人群体，尽管认定了代表性传承人，但谁也
没有权力剥夺非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民间文学的权利。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
展，恐怕主要靠非代表性传承人，而不是那些代表性传承人。把民族民间文
学的传承寄托在少数人身上，是不可取的也是很危险的。在基层民间文学保
护缺乏专业人才时，高等院校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却找不到研究课题。我们
应该走出去，深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实际，开展扎实的田野作业，在保护
民族民间文学整体传承上贡献我们的力量。 

                                 2013年6月12日 

——-—— 

此文是在2013年6月13日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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