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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战略 

白庚胜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受到各地的关注。许多学者提出，对申

报要有冷静的思考，要把遗产学学科建设提到议程上来，并对遗产、文化

遗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时需要对申

报进行战略性的思考。 

  ●申报文化遗产的国内战略 

  第一个是联合申报战略。我国有很多同一文化遗产遍布全国，仅一个

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有7个省申报。如果不是同时申报、一个大项目里含几

个子项目同时共享，就会发生混乱，破坏其完整性。像黄帝、炎帝和尧等

文化许多地方都共有。如果协调不好，仅一个地方想独占、不共享这种文

化资源，不仅对文化的发展不利，还会形成地域文化对立的局面。常常有

这样的例子，为了申报一个遗产而各地都强调自己的正宗性，争执不下的

结果是都落选。所以，我们要整合资源、共同申报。即就一个共同的文化

采取各县联合申报市级遗产、各市联合申报省级遗产、各省联合申报国家

遗产，甚至国家与国家间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对此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和

视野，在社会和谐过程中实现文化和谐。 

  第二个是濒危优先战略。申报和抢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传承。许多

语言、技艺、仪式、信仰、习俗的濒危程度严重，应该优先申报最具濒危

的东西，以激活保护它的热情，然后加大社会和政府对它的保护力度。我

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申报而申报。我们有些地区在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以后就

不再作二度、三度深层次的保护。事实上，申报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申报只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部分，申报成功后的保护任务更重，道路也更漫

长。 

  第三是特色优先战略。我国文化众多，除拥有大量的共同文化之外，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还拥有一些不同的文化。我们在申报文化遗产时应拿

出本地区、本民族最突出的东西去申报。这样才缺少对手，才有更高的命

中率。要树立大中华文化意识，平等对待各地域、各民族特色文化在中华

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第四个是农耕文化优先战略。现在，濒危的文化主要是农耕文明时期

产生的文化，因为社会转型将带来农村向都市转型、农民转变为市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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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明转变为工商业文明的结果。它们最能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最

能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第五个是少数民族文化优先战略。在我国，汉族人口众多、文献丰

富，而少数民族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左右。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更

遑论文献。非物质文化是他们的主要文化形式及历史记录。我们有55个少

数民族及其文化，对这些资源加以整合，就可以形成文化的大裂变、大衍

生。 

  ●申报世界遗产的国际战略 

  申报世界遗产，必须要考虑国际关系，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情怀，重

视国际合作与国际秩序，有利于确保我们的文化主权及和谐国际。 

  第一个战略是共存文化优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华文明在全世界

居领先地位，并影响了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等东亚国家。所以，这些

国家也存在中医、汉字、岁时节令、姓氏、生产工具、宗教信仰等共存的

文化。它们均源在中国，流在他国。例如，韩国有端午节，日本、越南也

有端午节，其内容都差不多，但又各有特色。现在，亚洲东部、北部、西

北部国家的申遗已经十分活跃，而东南亚国家还相对沉寂。一旦那里也活

跃起来，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争端可能要出现在云南、广西等

西南地区。那里有许多民族跨国分布，许多文化跨国共有。我们如不未雨

绸缪，就会十分被动。这些共存的文化遗产，我们既可单独申报，也可合

作申报。如，高句丽文化遗产申报我们就采取了与朝鲜合作的方式，丝绸

之路文化也正在采取与中亚5国联合申报的方式，其效果都很好。 

  第二个是边疆优先的战略。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是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

有机统一达成的成果。申报世界遗产也要体现这种整体性、并实行边疆文

化遗产申报优先。在地域文化意义上，边疆文化是弱势文化、缺乏必要的

关怀，它亦最脆弱、最敏感。它对边疆的稳定与安定、对睦邻安邻、对国

家安全又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个是分层级申报战略。先申报县级的，然后是市级、省级、国家

级的，最后从国家级遗产中推荐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建立起有效的遗产申

报体制与秩序，分主次，别先后，统筹兼顾，切不可越过省市及国家由申

报主体直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第四个是多渠道申报战略。目前的申报热点都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但联合国却每两年只给一个国家审批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

此，即使仅是文化部今年公布的518项要被批准完也需要1036年。真是

“千年等一回”！我们应该作多渠道申报，大大压缩申报时间，以确认我

们的文明古国地位，确保我们的文化大国地位，让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

上作出特殊的贡献。 

  第五个是扩容战略。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交涉，增加中国的世界

文化遗产被批数量。中国要申报文化遗产是要为人类承担文化责任，是要

为今天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有所补充。如果说西方文明对世界的进步、

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那么中国文化在调节人际关系、天人

关系、和谐世界、世界和平等方面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作者系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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