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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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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斋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启动，这项为期１０年的工程将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实施

“地毯式”普查。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总体上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整理和

出版的宏大工程，是追寻民族文化根源、普及民族文化遗产、唤醒民族文化意识、掌握民族文化

国情的一场“文化战役”。一年过去了，这项工程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有识之士的带领下，正在

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但并未像业内人士期待的那样，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鼎力支持。该工

程主任委员冯骥才先生曾发出“知音者不多、援手者寥寥”的感慨！并在分析原因时痛陈：“长

期以来民间文化被认为是一种下里巴人的、低层次的、可有可无的文化，没有名人大腕，没有杰

作巨著，也没有那么多卖点。似乎民间文化就是一些轻飘飘、不足相信的传说、村俗故事，不能

登大雅之堂……。我们一直用雅俗对立的思维对待民间文化，用新旧对立的思维对待民间文化，

一直没有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民间文化……” 既然“俗”而且“旧”，何谈抢救与保护呢？ 

      显然，社会上对待民族民间文化的认识亟待提高。 
      如果说抢救和保护是眼前的事，那么不妨想得遥远一点。 
      科学家预言，当地球的生命行将终结时，人类文明若要继续延续，必须向其他星球移民。让

我们大胆预测一下，地球上什么“东西”将是我们的后代必须而且能够带走的呢？现存绝大多数

的物质文明，包括传承这些文明的载体和媒介，恐怕都不能也不必带走。 

      只有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特别是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被最普通或最特殊的群

体或个体接受并传播的口头传说、民间知识、社会风俗、仪式礼仪、节日活动、民间艺术表演等

等，将会出现在有人类活动的宇宙的任何角落！因为，它们是寄寓着人类理想和情感的文明的积

淀，它们使人类具有认同感和历史感，它们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它们将是人类创

造未来文明的原始动力和“能源仓库”，它们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这也许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但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开始以庞大的

规模和沉重的代价重视和开展以民族民间文化为主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这实

际上意味着已经有很多极其珍贵的东西已经和它们的主人一起，永远离我们远去，永远不属于我

们了！用冯骥才先生的话说，就是“每一分钟都有民间文化消亡！” 

     难道还要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难道有文化、有思想、有经济实力的仁人志士还会对此无

动于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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