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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少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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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莉 
 
 
      当我们提到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时候，必然谈到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民族特征。不同区

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对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主动与客观的选择，其文化显示出鲜

明的差异性。我们以往对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探讨，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以中原为中心的观

念，其实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多区域文化的总和。在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在启动的时候，我们特别

强调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否则会导致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许多环节认识不清。 

      日益全球化的工业化社会正对民间文化遗产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文

化遗产中，民间口头文化遗产就显得更加岌岌可危，而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

值。就人口较少、生产力较为低下，较多地保留了口头文化遗产的民族来说，口头文化承载的就

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学、他们的人性和人格，他们的全部遗产。因此我们特别呼吁保护和重

视少数民族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对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全部创

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该共同体期望的作为

其文化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听觉、视觉的文化事项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

境中生长起来的，并植根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之中。但是由于社会工业化的进程，社会

结构和思想意识的巨大变革，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化遗产面临着“人亡歌灭”的状况，口承文化的

生存环境在消失，民间艺人在消亡，这笔具有深厚蕴含的文化遗产如果消失了，无疑是这个民族

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也不符合国际上对文化多样化的认同。抢救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

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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