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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科学、有效、可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2013年06月08日 11:06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综合工程，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以“全媒体”为特征的大

众传播是重要构件，清醒、准确、全面地认识大众传播的特性和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探索科学、有效、可行的

保护模式，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当今时代，巨大的舆论场域和丰沛的信息源泉将文化遗产置于整个社会的舆论关

注下，形成信息“共景监狱”。媒体的责任也由信息服务向社会对话的组织者转向。大众传播是制度化的预设

立场的传播，通过制定规则，设置议题，调动社会成员实现自我观照和自我治理。新时期以来，围绕文化遗产

这个复杂的变动的信息系统，大众传播在发布常规信息的同时，主动设置议题，这些议题对象化到具体的生动

的个案，生发舆论，引起关注，对民众信息认知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力。 

  在文化遗产传播版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传播舆论的生成和舆论的席卷力量。传媒立场是大众传播“选择

性注意”的逻辑起点，文化遗产传播舆论产生影响的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对一个个体的观念立场产生影响而改

变其行为，进而改变社会普遍认知，最终间接影响文化遗产的制度制定和实施。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影响

舆论导向的主体力量是代表政府的文物主管部门、大众传媒、以有影响力的学者为代表的“意见领袖”。“意

见领袖”在文化遗产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创造了两级传播效果。各类信息通常从传统媒体流向这些意见

领袖，然后再从他们那里流向那些不那么积极的人群，一些学者专家还会把自己或者自己所代表的某一部分人

群的意见，借助大众传媒传播出去，成为舆论的信息源头。随着中国文化遗产多维传播网络的逐步建立，人们

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改变，文化、遗产、传统与当代、未来的关系被“选择性”地关注和思考，整个社会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悄然提升。与此同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遗产保护由过去

的责任政府专负、信息管理部门专享，逐渐转为责任国家和民众共担、信息整个社会共享。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民间的声音多了、大了、理性了、有底气了，民间保护组织数量增加、规模急剧扩大。民间保护意识强

化、保护力量崛起，本质性地改变了文化遗产保护格局。 

  需要警惕的是，中国目前正处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期，前些年的热情和新鲜感逐渐消退，围绕文化遗产

产生的多种矛盾和多层信息席卷而来，能否有效设置议题、影响舆论潮流的方向，决定于并决定着大众传播的

认识深度。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等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热推一些冲突性事件和负面信息，从积极的角度来

看，起到了“社会皮肤”感知文化遗产保护中问题的作用，但由于非实名制和相关责任追究制度的缺失，产生

舆论暴力。“故宫十重门”是舆论暴力最明显的一个产物。批评动机的随意性、复杂性和网民的盲从性结合，

导致严肃的曹操墓考古成为政府公信力危机的牺牲品。而圆明园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是是非非，是大遗址保护

原真性与展示性相互纠结的体现。从收藏热和遗产旅游热，不仅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传播的复苏，也能看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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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过程中对于经济功能的开发。经济功能不必回避，关键是遗产管理学的落后和制度建设缺乏科学性，

文化遗产发挥经济功能的时候，缺乏保护预警机制，这一点，深为诟病。 

  重申报轻传播，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与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数量相比，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播显然不尽如人意。轻传播不是简单的思想上是否重视，而是因传播信息不足，宣传力度不够，

导致传播效果不甚理想，主要表现为传播概率低，单一性、事件性报道多，综合性、深入性报道少。由于新闻

观念和运作机制的制约，现在各地方媒体对文化遗产的报道，虽然数量很多，但从内容上看，带有应时性、偶

发性特点，呈现肤浅化、零散化、碎片化状态，动态性报道占比超过八成，而深度报道少，评论几乎没有。问

题在于文化单位与当地媒体缺乏沟通。我国数量庞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布在田野，散布在人群里,

而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体系是纵向多层级管理和横向多部门管理相结合，在这种纵横交叉的格局中，代表全民

行使所有权的中央政府把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按照行政等级分级向下委托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成为文化遗产资源的日常实际管理主体，地方政府再将各类文化遗产委托给行政系统内的有关部门管理，各系

统设置自己的管理机构代为行使管理权。由于文化单位与本地媒体缺乏积极有效的沟通，文化单位缺少推广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往往是记者的个体行为，大众传媒对文化遗产传播缺少整体性策划

和战略判断。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进程中，大众传播推波助澜，功不可没。随着文化遗产对于民族精神重构价值的

显性化，文化强烈吁求获得与经济政治相称的地位。对此，光政府有自觉不够，还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大众传

播具有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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