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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举十余万众 历二十五载 筑就文化长城 

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完稿 

 

 国家社科基金·全国艺术科学重大课题——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简称“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

作，由文化部会同国家民委、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自1979年陆续发起并组织实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国10余万

文艺工作者25年的努力，规划的298部省卷（450册、约5亿字）的书稿编撰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已出版224卷，其余74卷计划2006年全部

出版。 

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

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和

《中国曲艺志》，涵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诸学科，收集、整理了流传于民间的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基础资

料，如歌种、乐种、舞种、剧种、曲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衍变的记述，介绍了

它的历史和发展规律；通过人物介绍、文物、音乐、图片、照片、服饰、场所等记载，表现了各门类艺术的原始面貌特色。是对中国浩

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艺进行的一次全面、深入的普查、挖掘和抢救，系统地收集和保存了我国各地各民族民间优秀文学艺术遗产，记述

了各地各民族民间优秀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传统与积淀，以实地考察及探寻的第一手文艺资料为成书的

基础；涵盖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丰富文艺资源，跨及中国民族民间的几大主要学科；开创文艺集成志书体例之先河，专致于中国民族民

间文化的口头与无形遗产。是一套具有中华民族深厚文化传统和独特民族风格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宏篇巨帙。周巍峙、吕骥、李凌、

孙慎、吴晓邦、张庚、钟敬文、贾芝、马学良、罗扬等同志分别担任总编委会主任及各部集成志书主编。 

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的民间文艺用口传心述的形式保存了本民族的历史事实、社会生活的内涵和发展，以及丰富多样的风俗习

惯，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和地方风格，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创作和表演展现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和审美情趣；真实、丰富地表现了人民的

思想感情、理想愿望，保存着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道德，包含着助人为乐的善良性格；奋勇前进、不惧艰难险阻的大无

畏气魄；急公好义、扶正抗邪的正义感以及为了国家民族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和文化财富，为创造中

华民族的新文化打下扎实的基础，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亲和力、凝聚力，乃至为全人

类文化发展提供和积蓄更大的动力。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意义与历史价值在于： 

它第一次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散落在民间的无形的精神遗产变为有形的文化财富，结合现存的典籍、文物、遗址，进行分析、整

理，加以科学的阐述，为研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中国的社会、历史、宗教、民族，中国的民情、风俗，提供了系统、丰富、可靠的资

料。 

它第一次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民族民间优秀文学艺术成果，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规律、审美观念、欣赏习

俗，为繁荣文艺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文艺必不可少的借鉴和学习的基础，同

时也为有关部门制定全国或本地区文化政策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为表彰2000年“第三届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成果表彰会”以来的编纂成果、特别是表彰25年来为此项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回顾总结25年“集成”工作，促进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004年12月10日至14日，文化部、全

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第四届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成果表彰暨总结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特为大会发来贺信，对“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刘云山同志

指出，我国民族民间文艺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博大精深，独具魅力，是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繁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中

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整理和出版，凝聚了众多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的心血与智慧，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绚丽多彩的瑰

宝。《集成》第一次对我国民族民间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和深入的挖掘，第一次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散落民间的无形精神遗产变为有



形文化财富，第一次系统、深刻地总结了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这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文化建设工程，党和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大力支持。这一工程的成功实施，必将对传承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刘云山同志对参与《集成》整理出版工作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对《集成》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刘云山同志希望广

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积极投身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的生动实践，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剩余《集成》稿的修改工

作，以更加优异的成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添新的光辉。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中国文联主席、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总编委会主任周巍峙，中宣

部副部长李从军，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覃志刚，国家民委副主任周明甫，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等领导同志和各

地文化厅局、文联的代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委、副主编、总编辑部、特约审稿员代表200多人参加了大会。  

中宣部李从军副部长在讲话中希望弘扬和学习“集成”工作者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呕心沥血、坚韧

不拔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覃志刚同志表示，中国文联及各有关协会将继续加强对“集

成”工作的领导和配合，确保各卷按照国家总的要求如期出版。国家民委副主任周明甫同志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集成”工程在推动民

族地区民族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的作用，及其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的意义。 

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在书面讲话中，首先要求切实提高对民族民间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指出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事业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文艺创作、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它对于延续中华文明、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

性、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重视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战略举措。而“十部文艺集成

志书”编纂出版工程，是彪炳史册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事业。孙部长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在摸清国情、促进科

研、培养人才、推动文艺创作与繁荣、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推进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推动立法和“保护工程”的立项等方面

已经、及必将产生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充分肯定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伟大意义。对于今后的工作，孙家正同志提出了明确要

求：一、“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省卷要在2006年完成出版，集成的基础资料要加快实现数字化永久保存；二、“保护工程”要汲取

“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经验教训，在“集成”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事业；三、加强对“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

学习、研究和宣传，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培育民族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作用。 

文化部对“集成”编纂出版进度领先的江苏省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浙江省文联等12个组织单位授予“优秀组织工作集体

奖”，对多年来在组织和编纂工作中成绩突出的127位同志授予“特殊贡献个人奖”。同时，对2000年以来完成省卷编纂任务的67个省

卷编辑部颁发了奖状。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对2000年以来完成省卷编纂任务、编审工作成绩突出的450名个人进行了表彰。  

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长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永进、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巡视员周小璞、

新疆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韩子勇、黑龙江民协秘书长王益章等参加了“交流总结大会”并讲话，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

作了工作报告，一些在地方集成组织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也在会上发言。近50位各地专家在“文艺集成志书学术研讨会”上进

行了内容广泛、深入的交流。 

到会代表在认真学习、领会刘云山同志的贺信和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后一致认为，领导同志的讲话对“集成”工作给予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评价，说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代表们还就十部集成

志书的审稿、修订、出版和基础资料保护等工作，十部集成志书以外的内容扩充、部类扩展，避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避免保护工作

中的盲目性，进一步发挥集成志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艺术创作、对外交流、宣传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表彰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中华民族文化长城---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成果展”、“原生态民歌展演”等活动，展示25

年来文化部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民族民间文化收集、整理、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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