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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伟大进程中，人类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文化遗产。
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审美、教育等多元价值，是人类创造
力、想象力的结晶，代表着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
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以口传心授为主要
传承方式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急剧流变甚至消失，并面临被滥用的局面。
如何建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机制，是近年来国际国内社会的热门话题。
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生存和发展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在此情况下，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保护人类
的创造力、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也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从调整对象本身看，既要考虑到不同国际组织对它的不同界定，又要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权利与
义务角度看，不仅涉及政府的责任，也关系到广大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权利；从法律机制的特征看
，不仅涉及行政制度，也涉及民事制度；从立法技巧看，既要处理好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又
要考虑与不同国际公约之间的衔接。
这些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和缜密的思考。
作者根据问题分析、目标确认、方案选择的脉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人手，分析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内涵、价值，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立法及实践，
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立法的目标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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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立法及实践，对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法律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和具有应用价值的立法
构想，值得关注该问题的有关方面和人士学习和参考。
    读者对象：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人士，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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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云，河北大城人，曾就读于河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法学学士，公共管理
硕士，现在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工作，多年从事文化法制工作，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理事。
曾担任《新编合同范本写作全书》副主编，参加中国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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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9年10月17日至11月16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了《保护
民间创作（民间传统文化）建议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纳入议事日程。
　　该建议案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民间创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促使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
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注意到民间创作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
，它在一个民族历史中的作用及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强调民间创作作为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之组成
部分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承认民间创作之传统形式的极端不稳定性，特别是口头传说的不稳
定性以及可能消失的危险，强调必须承认民间创作在各国所起的作用及其面对多种因素的危险，认为
各国政府在保护民间创作方面应起决定性作用，并应尽快采取行动。
该建议案要求各国采取法律手段和一切必要措施，对那些容易受到世界全球化影响的遗产进行必要的
鉴别、维护、传播、保护和宣传，并向人们指出，有大量口头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要求各国采取
各种必要措施保护民间传统文化免遭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包括武装冲突的破坏。
　　《保护民间创作（民间传统文化）建议案》中的“民间创作（或民间传统文化）”是指“来自某
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
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
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创作（民间传统文化）”的界定与后来该组织有关文件中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定义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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