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我们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时，至少应准确把握住以下几个要素：第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不是由阶级或阶层决定的，而是以掌握传统知识、传统技能与传统技艺的多寡决定的；第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又必须以活态的方式传承至今；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

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

统工艺、传统节日、传统仪式、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及文化空间八大方面。而那些与此有关的各种“工具”、

“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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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

苑 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2006 年春，笔者随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赴浙江参加非物

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会上，副部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笑

话，他说：北京雍和宫附近有许多算命的，以前城管一来，他们

就跑，而现在则是边跑边喊：“别抓我，我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部长说，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肯定有问题，而

从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看出，经过近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

遗产”这个概念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知道不等于

理解，理解不等于理解准确。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

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否则，我们就很容易

因概念的模糊，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东西，而使真正需要保护、

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一个最后被保护的机会。

2003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是这样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

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

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

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

制成品及相关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承的特点，并

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

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

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当然，本公约所保护

的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包括符合现有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

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部分非物

质文化遗产。”

而我国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作的表述，也基本

上源于这个定义。如《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

手册》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

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

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

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

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

应该说，上述定义已经触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

容，但在表述上仍有不尽完备之处，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修

正和发展。笔者以为，要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一个准确的学

术定位，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传承时间、传承

形态、传承内容、传承价值等子系统做出一系列的明确的学术

定位，并通过上述子系统的学术定位，来锁定“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限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

没有了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失，即所谓“人亡

艺绝”。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呢？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直接定位于“民间”，这显

然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及传承过

程中，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确实来自民间，在我们

的日常表述过程中，也确实可以用“民间”来代指所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民众才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而民间社会之外的人们无权获此殊荣。如

果真是如此，日本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乐、歌舞伎，

韩国著名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宫廷祭祀等，

都无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为它们都是典型

的宫廷文化。但事实上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是这些民

族或国家最为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理，在中国瓷器文化

发展史上出现的官窑、宫廷生活中出现的满汉全席等，虽不是

民间所创，也不是民间所传，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它们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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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

传承，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许多情况下，倘若没

有国家或宫廷的扶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得到最

有效的传承的。因此，我们将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范畴

仅仅定位于民间社会显然是不够合适的。我们认为，既然非物

质文化遗产本身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知识、技术与经

验的概念，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从政治角度，而应该从知

识、技术与经验的角度加以取舍。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

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判断的标准不应该

是政治的，而应该是知识的、技术的、经验的；判断一个人是不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是看他的政治出身，看他是贫农

还是富农，是平民还是皇帝，而是看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传统知

识、技艺与技能。在 2003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未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仅仅局限于“各地人民

群众”，而是同时还包括了除“各地人民群众”之外的“某些

个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为开放一点儿的立场来界定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么，这一群体应该是人类社会中具有

特殊知识、特殊表演技艺与技能的特定人群———如艺人、匠人

及巫师等。

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限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时间仅仅局限于“当下”（“流

传于民间”）是远远不够的。活态流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世

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流传于人类社会的所

有文化事象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文化事象即或非常优

秀，但会由于流传时间的短暂，而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如 1949 年以后出现的户县农民画（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金山农民画（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等，至少暂

时都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遴选上，各国都有着一定的时限上的要求。以日韩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为例，它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门

槛虽不曾有过明确的法律上的要求，但从这些国家所公布的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看，历史最短的一般也都具有

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一标准对于一般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比较

合适的。如果我们将这个标准引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

价体系，那么，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事象至少也应具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即产生于清代之前且以活态形式传承至

今的传统文化事象。而产生于清代之后的、不足百年的传统文

化事象，则暂无资格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然，这

只是个下限，一个最基本的准入门槛。其实，在具体的操作过

程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 5000 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一般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也应具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 （如风

筝，版画制作技术，昆曲、京剧表演艺术等）。有些还会更长，

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钻木取火技术等，至少已有近万年

的历史。之所以被称为“遗产”，一定是财产的创造者亡故后

留给我们的财富。财产的创造者尚健在人世，我们又如何能将

其赠送给我们的财产称之为“遗产”呢？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形态的限定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只有时限上的限定已经足够了。

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仅有时限上的限定尚远远不够，

我们还必须对其传承的形态实施必要的限定。与固态存世的

物质类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通常都是以活

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判断一个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是看它在传承形态上是不是以活态

的方式传承的。譬如，如果还有人以传统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讲

述满族说部时，满族说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讲述人一旦辞

世而又无继承人，尽管我们也承认这是满族祖先留给我们的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它将不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无法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继续留名。

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笼统地定位在“所有传统文

化事象”上未免过于宽泛。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应该是这

个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全部，而应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最为精华的部分。抽大烟、裹小脚这类陋俗我们且不去说，就

是那些具有中性性质的传统文化事象如行酒令、打麻将，也很

难获得“民族文化遗产”这样的殊荣。故此，2003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涵盖范围大致界定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技能、

传统知识、传统节日仪礼及民俗活动等文化遗产贮藏相对集

中的几个领域，看来也是经过充分考量的。为什么说上述几个

领域文化遗产的贮藏量就一定会高呢？还是让我们举例说明。

以传统节日为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一年有 365 天，但

对于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而言，并不是每一天都同等

重要。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对于一个民族优秀遗产传承而

言，尤显重要。而这几个特殊日子，正是我们所要保护的节日

类文化遗产。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遗产，并

对它们实施特别保护？因为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节日美食的品

尝、节日盛装的穿戴，使节日美食、节日盛装的制作技术得以

传承，通过参与表演而使传统表演艺术得以光大，同时，庄严

的节日仪式还可在无形中疗补人们心灵的创伤，使人们通过

神圣的仪式获得更多的心灵洗礼，使人们变得更加团结，使社

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这就是传统节日的价值，这就是保护传

统节日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历

时性角度出发，将传统节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确

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充分地反映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

历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要点的高度概括。同理，民间文

学、表演艺术、工艺技术、民间知识等，同样是存在于传统文化

中的一个个“富矿”，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不同角度对人

类所创文明的高度概括①。发掘金矿需要查清矿脉，搞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

分布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保护好每一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

五、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含价值的限定

从遗产所展示给我们的内涵上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

单定位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传统文化事项，显然也过

于宽泛。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韩等国经验，要想申报世界

级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文化价值或科学价值，没有这几项硬条件作保障，要想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全新概念时，我们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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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传承主体、传承时限、传承形态、遗产价值、遗产涵盖范围

等几个方面做出严格限定。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存在

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将各种“工具”、“实物”及“制成品”等亦当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前，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国内

学术界，几乎都将“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

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统统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所谓“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

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及科学价值的知识

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而那些“看得见”、“摸得

着”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不能一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误区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相关空间”（也有单

称之为“文化空间”的）一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从理论上说，“文化空间”理念的提出，对于从整体上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连

同其所生存的外部环境一并保护起来，才有可能做到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但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生活在特

定的文化空间之中，如果我们不顾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固

有分类，而将其中的某些项目以“文化空间”的名义单独申

报，势必会造成分类上的混乱，这也是分类学理论所不容的。

那么，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就不

能使用“文化空间”这个概念了呢？当然不是。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已经公布的前三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然不提倡单项遗产（如歌

舞表演）作为“文化空间”申报，但并不反对那些具有综合特

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化空间”的名义单独申报。在这种

情况下，如某一地区或某一村寨的文化遗产种类异常丰富，而

彼此间的关联度又很强，单独申报哪一项都不利于对这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保护时，我们就可以考虑将这里的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打包成一个整体，并以一个完整的“文

化空间”的名义独立申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空间”

不宜过大，最好能以村镇为单位，这样保护起来相对容易，也

更具可操作性。

综合以上诸点，我们似乎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这

样一个界定：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人类特别是

那些具有特殊知识、技艺与技能的人们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

态的形式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

值与科学价值，足以代表一方地域文化并为当地民众、社会所

认可，且具普世价值的知识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

象。这类遗产主要分布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术

（含文物修复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生产知识、生活知

识以及含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之文化空间等几个

方面。由于这类遗产通常多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存

在于匠人、艺人等传统文化传承人头脑中，给申报、指定、传

承、保护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因此，日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先进国在指定这类文化遗产时，也将这些遗产的传承人一

并指定。

注释：

①除上述文化事象被许多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外，日本、

韩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还将文物修复技术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笔者以为，文物修复技术是一门

非常专业的传统技术门类，应该加以特殊保护。至于归类，

既可考虑专门列为一类，亦可考虑将其直接纳入工艺技术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工艺技术一道，实施同规格保

护。但需要指出的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术、演出技

能等相关的各种器物及手工艺制成品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而是物质类文化遗产。保护它们的方式也应以保护物质

类文化遗产的方式为主。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 mail:zwsf- 0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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