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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注意民族主义情绪 
 
●生产性保护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保护方式 
 
●传承人不适在学校培养应在原保护地培养 
 
    由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著名学者冯骥才任顾问，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率领团队编辑的我国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11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发展保护（2011）》出版座谈会上，对外正式发布。 
 
    本报告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
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专题，并分别对这十大类别的
非遗在十年中的保护状况进行了综述，还就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思考。 
 
    报告特别对2010年度热点选取了“生产性保护”的话题，详细回顾了“生产性保
护”概念提出和不断深化的过程。报告中还对相关保护实践的开展进行了介绍，尤其
分析了生产性保护在2010年中各地受重视的情况，认为应该加强对生产性保护的理论
研究，使其成为更有效、更科学的非遗保护方式。 
 
    在问题与展望方面，本书重点谈及三个问题：一是非遗保护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是社会浮躁风气、商业氛围对非遗保护的负面影响；三是非遗保护与研究脱节，研
究成果不能及时被采纳等，提出了加快推动非遗学科化建设步伐等建议。 
 
    通过陈述保护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本书对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抢救性保护、整体
性保护、生产性保护三种模式展开了详细讨论。报告认为，生产性保护是最具争议，
也是最具开发潜力的一种保护方式，它是动态的保护方式，体现了积极保护的意识。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产性保护由于与经济利益密切挂钩，又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
保护方式。换句话说，其动态保护的优越性潜在的是破坏性的因素，并且这种潜在的
破坏并不因保护主体的主观愿望而不发挥作用。因此作为弥补，静态、消极的抢救性
保护方式便显示了重要性。整体性保护则着眼于整个生态区域的文化遗保护，而不是
单一项目，区域内每一个单项加起来，就形成了整体的态势。所以，这三种保护方式
应综合利用，才能制定出最佳的保护方案。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1）》出版座谈会，由中山大学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山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梁
庆寅，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杨群出席会议并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亚太非遗中心主任
杨志，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
副院长张庆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曲研究所所长刘祯，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晓萍等数十位知名专
家学者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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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1）》一书的编委会主任黄天骥和主
编、副主编及编辑团队代表出席会议，听取了专家们对该报告的意见。 
 
    与会领导和专家就本书的体例、编写方式、资源来源、对目前非遗保护工作的意
义、未来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
具有开创性的非遗发展报告，梳理了十年来我国非遗保护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非
遗保护的成绩和经验，也指出了存在问题。本书的结构合理，详略得当，编者面对浩
翰的资料，下了很大的工夫。这部发展报告很厚重，正是当前我国非遗工作所需要的
资料。与会专家还进一步指出，中山大学在非遗保护研究方面人才济济，是全国高教
系统以非遗保护为名的重点研究基地，其起步早、积累深、贡献大，本报告的问世就
走到了学界的前列。同时，专家们还就如何进一步提高该发展报告的学术价值与应用
价值提出了建议。 
 
    据了解，2010年秋在全国非遗保护实践日益向综深发展过程中，中山大学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决定对我国过去十年的非遗保护情况作一个总结和思考，开始
了筹备本报告的写作。此计划得到中山大学“985”建设工程三期项目的资助，后又被
教育部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正是在这两个项目经费的大力支持下，
该报告才得以顺利完成与出版。 
 
    作为国内第一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该书立足于“一本兼具实用性和
学术性的工具书”的定位。全书分总报告、分题报告、年度热点、大事记、附录等五
大部分，其中后两部分是对非遗保护相关资料的呈现，前三部分是针对十年非遗保护
的情况展开的讨论和概括。书中既有对现象的描述和数据的分析，又有对本质问题的
探索；既有对非遗事象在时间纵向上的发展综述，又有对当前保护工作关涉的横向话
题的观察。 
 
    本报告首先梳理了从2001至2010年十年间，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概况：2001
至2004年是保护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事件是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
下简称UNESCO）公布的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UNE
SCO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同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
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2004年，我国签署《公约》。2005至2008年是保护工作全
面展开的第二个阶段。从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意见》开始，围绕着名录申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非遗保护工作深
入到了全国各地，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从2009年起，文化部设立非遗司，各省市纷
纷设立非遗处室，非遗保护工作步入规范运作的第三阶段。 
 
    书中对非遗的法律法规建设进行了回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出台之前，我国的《宪法》、《著作权法》、《教育法》等法律文本就涉及了与
非遗保护有关或者可以被运用于保护非遗的一些条款。国家行政法规中，从早期的
《中医药品种保护条例》、《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到这几年专门针对非遗制定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都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在国家法规的引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
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保护法规。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非遗保护的法律依据。本书还从
案例入手，对目前我国非遗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政府主导”是我国现阶段非遗保护的重要原则。书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首
先通过对一些重要的非遗保护文件的分析和几个关键性事件的叙述，介绍了“政府主
导”原则的提出及政府保护架构的设置。然后从角色含义的层面解释了政府的作用，
认为在非遗保护中，政府扮演着规则的制定者、资源的调集者、保护行动的实施者三
重角色，从而引发了对“政府主导”这个工作原则的重要性和可能产生的弊端的思
考。一方面肯定了“政府主导”在现阶段保护工作中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正是其
“全能型”的优势使全国上下在短短十年之内形成了保护非遗的整体意识；同时也提
出了政府的过度参与可能导致的“保护性破坏”，因此应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规则制
定者和资源调集者的作用，而逐渐淡化其行动实施者的功能，引导全社会更多地参与
到保护当中。 
 
    非遗的传承也是本书重点讲述的一个话题。非遗的类别不同，传承方式也会有差
异，其中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学校传承是最常见的三种途经，此外还有社区兴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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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的传承。从当前非遗的传承教育情况见，被纳入学历教育的项目，传承情况都比
较好，传承人的培养、非遗项目的持续发展前景比较乐观。但有学者则认为，非遗传
承人不适合在学校培养，而应该在原保护地培养。 
 
    谈到非遗教育，本书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教育，指的是传承人之外的非遗管理
人才、研究人才的教育和面向社会大众的非遗科普教育。按教育类型分，主要有学历
教育、培训班、学校普及性教育和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教育等。其中，学历教育最
重要，是培养高层次非遗管理人才、研究人才的根本途径。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的培
养在非遗学科化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对而言，“非遗
学”本科专业建设发展较缓慢。 
 
    非遗的学术研究是非遗保护的智力支持。继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2003年中山大学成立传统戏曲与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后更名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列入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以来，我国许多高校成立了非遗研究机构，为我国非遗研究搭建了很好
的学术研究平台。这些研究机构通过开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出版论
著、创办学术期刊、撰写科研论文等方式，为非遗的学科建设、理论构建和保护问题
研究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会上，专家们提出，非遗研究机构应加大研究力度，为我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新的更大的学术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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