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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保护遏制了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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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说 

 
 
 

别让保护遏制了文化的生命力 
 
 
 

□     苛言 
 
 
      随着国人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

潮：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寻找文化传人、建立文化博物馆、开展文化生态村建设等等，可

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于活态文化的保护方

面，存在着打着保护的大旗限制传承者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应时代的改造和创新的问题，这就违背

了历史的规律。 

 
      活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它必将受到所处社会人们的心理特

征、对事物的认知方式、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况甚至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

因此理应具有时代的特征，打上时代的烙印。 

 
      在当下，活态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品格和潜力。它们由一部分人继

承下来，还将由另一部分人不断地传承下去。无论是传授者还是受传者，都是现实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们一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对于所传承的文化，他们有着自己的认知。因此，在

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传承者的意见，允许他们对所传承的文化作一些适应时代发展的

改造。毕竟，活态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武当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就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因此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一方面，武

当武术仍然是武当道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修道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武

当武术在社会上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不断得到改造和发展。它曾是御敌防身之术，也是除暴安

良之术；在当下，它在社会上的主要功能和形式是强身健体，比如说太极拳，就成为人们强身健



体的一种重要形式。 

 
      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又担负起文化使者的任务，太极拳等武当武术已经成为世界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据报道，今年，大量外国人涌入武当山拜师学武，仅一季度

就有3000多外国人到武当山各武馆拜师学艺，形成了武当武术国际化热潮。这无疑是21世纪武

当武术的新特点之一，也是武当武术对时代的一种新适应。 

 
      有人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采取博物馆式的封存，让他们保持原样，认为这才是

对人类遗产的最好保护。武当武术的多样传承和对社会的适应是对这种观念的有力反驳，这种传

承与适应是一种文化的变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的一种方式，是为文化注入新的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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