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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这本书，就是青年同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
成果。
2012年国家发改委青年干部基层主题调研活动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题目，作为深入文化工作
第一线考察调研的内容，正是显示了当代青年关注我们现实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的一种责任感和
事业心。
从书中可以看出，参与调研、访谈的年轻同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怀着极大的热诚，他们思想活跃
，眼光敏锐，他们的提问和思考，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不少看问题的新的视角，提出
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无疑，他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各位专家的访谈、交流，一方面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的认识。
而广大读者也会从双方的访谈、交流中读到很多深刻的见解。
这些有价值的意见，都会成为推动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参考。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重道远，成绩显著，但需要我们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如一
直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保护工作实践中继续加以调整。
求真务实，不断推进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建设，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走上新的境界，需要社会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
青年人的参与，更为这项事业增添活力和希望。
我想，《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会成为一把火炬，点燃年轻人关心非遗、关注非
遗和参与非遗保护的热情。
我们相信，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有更多年轻人的积极参与，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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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我本人对非遗保护的认识和所做的事情，大体可分三方面：一是对理论的学习和思考
，因为我来自研究单位，所以对这方面比较重视。
在学习思考的基础上，较早写出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几点理论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本质与原则》等文章，分别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是把非遗保护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对待的。
 第二，光有理论不行，还必须有实践，要进行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而这正是我的专业所长。
比如说北京庙会中要表演的“花会”相当丰富，每一档我基本都跟他们接触过。
他们每年上妙峰山献艺，我曾与学生连续两年追踪调查，每次住山上15天。
对有的会首还深入家中采访。
在这样的田野实践中，与许多“花会”的人都成了好朋友。
我认为，搞非遗保护的人，不管做哪一项，必须要做田野，跟传承人做朋友。
田野调查提供给我很多第一手材料，有力地促进了理论研究。
 第三，我还在做一些实验，希望中国和国外多一些交流。
我参加一个海归为主的民间文化团队，是他们的顾问。
他们对传统文化很热爱，特别是对传统节日，已经做了好多年。
他们学习了解传统，同时又有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在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把社区以及
三口之家的传统节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比如端午节亲子活动中的“旱地龙舟赛”，两组家庭，用丝巾围在孩子的腰上，母亲在后面拉着，孩
子手中的木板则是船桨，进行比赛，看谁先划到对面的大树下，胜者有奖品。
这样的活动好比在孩子的心里播下一颗种子，让他们从小就知道端午我们要进行龙舟比赛。
再如中秋节，给孩子们提供“兔儿爷”的白泥胚，让他们自己发挥想象塑出自己心目中的兔儿爷。
每个传统节日里都有适合孩子的儿歌朗诵，手语游戏，让他们爱玩，并有记忆。
他们还充分发挥中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让他们自编自导自演与节日有关的话剧，许多学生把家长
的积极性也调动了起来，一起参与其中。
我很欣赏这个团队，把他们推荐到国外去。
他们作为中国端午的代表去参加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活动，设立“中国端午体验馆”，已有三年了。
他们带去端午纪念屈原的仪式、中国香包、剪纸、包粽子、缠五彩线等端午习俗，以及面塑、脸谱绘
画、雕刻、泥塑等传统手工艺。
韩国人对我们的端午体验馆最有兴趣，孩子排队来学面塑、剪纸、包粽子⋯⋯老人则排队要缠五彩线
。
中国端午通过这种活态形式走出国门，走进外国人的生活和心中。
希望其他节日也可以这样走出去，让世界不同民族的人们共享。
 陶冶：他们以前不知道中国有端午节，是吗？
 贺学君：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我参加过几次韩国的端午祭，发现虽有与我们相同的地方（“根”是我们的），但是发展到那里已经
变成他们的东西。
比如他们纪念的是当地的民族英雄，现已成为神话人物。
虽也有用菖浦水洗发，佩戴艾草、互赠端午扇等与卫生有关和到户外开展体育活动等习俗，但更重要
的是他们必须严格执行的儒祭和巫祭的仪式，以及祭祀他们地方神灵的集体活动。
这些仪式成为该地域民众相互认同的重要标志。
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韩国“端午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我国有的人情绪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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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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