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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利用数码技术等现代手段保护濒危民族文化 

发布日期：2003-11-06  作者：记者 裴闯

【打印文章】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９日电（记者 裴闯）记者近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我国正在加紧建设全国首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

经过前期建设，目前已入库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古代文献３１６册，口承文本６２册，录像带２４００分钟，光盘５９２０分钟，录音

带５．９万分钟。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朝戈金说，我国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资料，但至今全国尚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文

学资料库。这个名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的项目于２０００年立项，将于２００５年完成。他说，建立这个资料库具有抢

救文化遗产的性质，“项目的运行目前非常顺利。”  

  目前资料库收藏的资料包括口承资料和书面资料两类，其中口承资料包括口承史诗、叙事诗、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内容，

书面资料包括古代文献和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及手稿。专家通过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有关文字、音像、图片和实物资料运用数码

技术、光盘等现代手段加以保存。  

  朝戈金是资料库项目的主持人。他认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发展出许多独特的艺术

样式，其中音乐、舞蹈、戏剧等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如史诗、藏戏等，它们以多样的传统形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历史悠久又相当脆弱的民间文化资源正在急速湮灭。如果不加紧保护，那些被称为

“活化石”的民族传统文化瑰宝将迅速走入历史。  

  朝戈金介绍说，藏族老艺人扎巴据说会演唱７０部《格萨尔》史诗，但在仅仅被记录了２８首时突然病逝。“老人的突然离世非常

令人遗憾，这给《格萨尔》史诗研究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朝戈金说，“有时候，一位精通掌故的民间老艺人的去世，就等于

烧毁了一座民族文化的‘图书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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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召开在京常

· 少数民族文学50年

· 20世纪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成就



 

· [朝戈金]《活着的经典》口头传统研究书系

· 为民族文化生态建设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