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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寻求解决保护民间创作的建议并得到了该组织
和各会员国的响应并持续给予高度重视以来，保护民间创作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潮流和各国政
府的责任。
在198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大会上制定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草案》的基础上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从此，作为缔约国之一，中国的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汇人到国际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洪流中。
随着政府保护工作的稳步有序地开展和社会认同程度的提高，保护民间文化运动，业已成为中国文化
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民间创作”易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为便于国际交流和
对话，我国政府文件中也不再使用“民间文化”这个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本土习惯用语，而接受了
国际文件中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的术语及其所包含的理念。
理念变迁的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
　　我国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运动的兴起，把我这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文化人
也卷了进来。
尽管我已退休多年，但自2002年起，我暂时中断了文学批评与散文随笔的写作和专门课题的研究，重
新拣拾起多年前所从事过的民间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学）的行当，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非遗”的
保护、考察、咨询和理论探索上。
在这一时期，有时是参与讨论制定某个文件、评审申报项目及名录、评审认定传承人、论证某个项目
；有时是应邀在一些省市的“非遗”保护中心举办的培训班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
院等专业机构的学员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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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汇集了著名民间文化学者刘锡诚先生多年来在“非遗”的保护
、考察、咨询和理论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应邀在 一些省市的“非遗”保护中心、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等专业机构的授课、讲演稿，所遴选的文章均具有应“非遗”保护
工作的需要而撰的特点。
对“非遗”的保护、普查、建档、数据库建设、传承人认定、干部培训、项目论证、评审申报等工作 
均有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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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锡诚，山东昌乐人。
1935年2月生。
1957年北京大学毕业。
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通讯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
1997年退休。
历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常务副主
席、顾问，《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杂志主编。
退休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副会
长、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
现兼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
委员。
主要著译有：《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选编翻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
歌》（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海防前线战士歌谣选》（采集，与路工合作，上海文艺出
版社1959年）、《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与马昌仪合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高尔基与民间文
学》（与林陵、水夫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小说创作漫评》（文学评论文集，湖南
人民出版社1981年）、《小说与现实》（花城出版社1983年）、《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选编翻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印第安人的神奇故事》（与马昌仪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
社1986年）、《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作家的爱与知》（文学评
论文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石与石神》（合著，学苑出版社1994年）、《走出四合院》（
随笔，群众出版社1996年）、《河边文谭》（文学评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原始
艺术》（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学苑出版
社2001年）、《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文化随笔，武汉出版社2003年）、《在文坛
边缘上——编辑手记》（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坛旧事》（专著，武汉出版社2005年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
（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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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文化的保护原点：多样性与多样化文化圈与文化“飞地”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西部
为例)抢救性保护和生态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
断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古村落传承与传承人论转变理念正当时对几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
题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原
始艺术及其观念在民间文化中的遗留与影响整体研究要义“活态”保护的一种模式留住我们的文化根
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大关键基于实践的学理探索政府主导与专家参与保持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
守护精神家园传承民族文脉春节：慎终追远生生不息清明节的天候和物候黄石与《端午礼俗史》民间
传说及其保护问题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命运“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关于“梁祝义(宜)兴说”略
谈白蛇传传说湮没的文化有待出发湘西：什么最重要？
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蓝夹缬与昆曲的葛藤大地震后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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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崛起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左翼文艺人士中曾有过一次规
模不小的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争论，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一批大陆进步文化界人
士撤退到香港，还在以方言文学为题继续进行这个讨论。
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为
作家们所广泛接受，作家下乡下厂，到火热的群众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创作，直
到60年代末，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40余年的大众化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时代。
这说明，大众文艺是我国几代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获得了持续20年的相对平稳时期。
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和繁荣，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的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一
定空间，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变化，外来文化（主要是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在
内的美国文化）的大量侵入，在这种社会的和文化内部的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在日益发达
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种新的形态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无孔不入。
就其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商品，是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从而也必然与当代资本主
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
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创造着和开辟着文化市场，如以公司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期尽快
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其形式多样，诸如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
歌曲、休闲报刊、卡通印刷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是也。
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是它只有在买和卖的商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文化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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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大体由各级文化官员和学术研究者组成，这两部
分人理应取长补短，逐渐整合起来，我很希望处身于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文艺理论家们带头冲破“文化
不等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坚冰。
这个坚冰不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很难在真正的科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上扎扎实实地前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华传统文化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民族伟业。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