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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非遗故事讲好非遗故事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通过 2020 周年周年，，我国我国

作为第一批加入公约的国家作为第一批加入公约的国家，，已形成社会广泛参与已形成社会广泛参与、、人人保护传承的生动局面人人保护传承的生动局面。。中办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非遗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非遗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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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瑰宝

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增添中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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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内涵，我国非遗保护

工作取得哪些成效？

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遗名录名册申报和保护

工作中取得哪些成就？

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哪些

跨界融合的经验做法？

王金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
游科学学院院长助理、中国旅游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

华民族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

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数字化保护传

承稳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强国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谱系丰富多元，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

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

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

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其界定为：各族

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

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

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

所。我国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建立了国

家、省、市、县四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

系，并按照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

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

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

药和民俗十大门类进行遴选和分类保

护。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

庞大的文化谱系概念，涵盖历史、文

化、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它具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各族人民的珍

贵记忆和精神根脉，具有极高的历史、

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

政策体系日臻完善，保护工作稳

步推进。我国系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采用了“先地方后中央”

的思路，展开立法体系建设。2000 年，

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民族民间传统

文化保护条例。之后，多地陆续出台专

门性保护条例，为国家层面保护非遗的

法律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201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实施，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入 全 面 依 法 保 护 、依 法 管 理 的 新 阶

段。为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效保护传承，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

法》等政策文件，并先后公布了 5 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 与 此 同 时 ，我 国 大 陆 的 31 个 省

（区、市）均已出台专门性保护条例，一

套自上而下、结构完整的中国特色非

遗保护体系已基本形成。

科技赋能保护传承，融合创新成效

显著。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

技术的兴起，智慧化、数字化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是大势所趋。近年

来，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科技赋能非遗传承的应用模式也

由最初基础的保存、记录、展示功能逐

渐转化为融合发展。2022 年 6 月，宜

昌·端午系列数字藏品在腾讯幻核平台

正式上线，以端午节为灵感，设计了龙

舟和粽子系列共 12 款融合当地特色文

化元素的数字藏品，掀起了“非遗+数

字藏品”热潮。2023 年 6 月，浙江温州

首个沉浸式数字化非遗博物馆“乐清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新馆”开馆，通过数字

化展陈、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式参与等形

式，运用数字技术还原“五朵金花”非遗

制作技艺，打造“博采风俗 歌舞春秋”

沉浸式剧场、交互式龙舟竞渡游戏等创

新性项目，实现了非遗活态化展示，彰

显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国际合作

持续向好，对外

交 流 成 果 丰 硕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是促进人类文明

互鉴、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 的 重 要 载 体 。 截 至

2022 年底，我国共有各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其

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 43 项，

居世界第一。为让非遗更好地

“走出去”，我国积极开展同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成立了亚

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

心，并通过举办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合作交流论坛及重大宣传展示活

动等传播非遗文化，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我

国第一个世界性非遗专题性国际节庆

活动，创办于 2007 年，目前已成为深化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国际性平台，累计

已有 135 个国家（地区）和非政府组织

的 4000 余名代表以及国内 4 万多名代

表参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非遗保

护交流平台。

杜晓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
学系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
产与社区发展教席主持人）：我国加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册申报和保护

工作，是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的重要支撑，也为实现 2023 年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世界文化

多样性作出积极贡献。

自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

申报工作以来，我国申报的昆曲、古琴

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

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先后入

选。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

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2004 年我国成为第一批加入

公约的国家，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

正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轨。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已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

册的项目共 43 项，总数居世界第一

位，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增添了中国色

彩。其中，“蒙古族长调民歌”“送王

船”等联合申报的项目成为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体现；“中医针灸”“藏

医药浴法”“太极拳”等项目为解决人

类健康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2022

年我国最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是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此外还有一些较少进入公众视野的项

目，例如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麦西热

甫、中国活字印刷术等。

我国坚持项目申报和保护工作有

效衔接，基本形成了类型齐全、机制合

理、多元参与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体系，向全人类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价

值追求、生存智慧和文明结晶，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申报和保

护工作中取得开创性成就。

我国非遗薪火相传，是中华民族

对外交流的生动体现，对全人类的生

存与发展具有独特价值。例如，“二

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

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

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生存智慧、

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传统木

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是以木材为主要

建筑材料、以榫卯为木构件的主要结

合方法、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

生产手段的建筑营造技术体系，延承

了 7000 多年，并传播到日本、韩国等

东亚各国，是东方古代建筑技术的代

表；《格萨（斯）尔》史诗是集藏地口头

传统、仪式和节庆活动于一体的综合

文化表现形式，是藏族等各族群历史

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这些

非遗承载着古代社会绵延至今的农

业文明、营造技艺、天文知识和社会

传统，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

本理念，在当代社会和世界范围内具

有重要价值。

我国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

统性保护，积累了宝贵经验，实现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名录申报和

后续保护传承的良性循环。积极健全

非遗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贯彻落实“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方针，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

非遗名录和传承人制度，不断拓展非

遗生存空间，在乡村振兴等重大国家

战略中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十四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出，加强

非遗调查、记录和研究，加强非遗传承

人认定与管理，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

保护，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

此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

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成功申

报非遗项目，不仅对保护文化多样性、

激发人类创造力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有效途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加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

申报和保护工作还需进一步完

善。一方面，要以挖掘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为重要

前 提 ，传 承 非 遗 的 知 识 、技

艺、实践和精神，让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共促文明交流互

鉴发挥更多不可替代的作

用。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国

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

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和特色做法，下一

阶段应推出更具创新力的

举措，为非遗保护的全球

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文化
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目前有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各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56 个民族都有项

目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非遗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深入实施，社会多元主体积

极参与，共同致力于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地充分发挥传统工艺在融入市

场、带动就业等方面优势，为推动乡村

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作出积极贡

献。西藏自治区形成以唐卡、藏香、藏

纸等工坊为主的非遗产业发展模式，全

区 120 余 家 非 遗 就 业 工 坊 直 接 带 动

2000 余户 3000 余人就业，人均月收入

达 3200 余元；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

洞村石顺莲带领村里妇女重拾苗绣技

艺，形成了5个主导产业；贵州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苗族蜡染技艺传

承人张义苹通过“公司+合作社+个体”

发展模式，动员妇女到公司、合作社就

业，带动群众共同致富。

在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过程中，各地探索出“非遗+旅

游”“非遗+生产”“非遗+演出”“非遗+

互联网”和“非遗+品牌”等路径。“非

遗+旅游”从静态结合发展到活化利

用，无论是非遗保护传承，还是旅游产

业创新发展，均涌现出新形态和新业

态。苏州拙政园将昆曲、古琴、苏绣、

缂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古典园林

的建筑、传统生活之中，丰富和提升了

拙政园旅游的内容和质量。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建立的

小镇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产、城、

人、文”功能融合，推进城镇空间景观

优化与文创环境营造。江西赣州龙南

市关西镇关西村许多企业和商家加入

客家饰品、工艺品等非遗产品生产与

经营行业。香火龙、客家山歌、板凳

龙、制作冬头帕等经过创新转化，重新

编排包装，以商品形式融入非遗小镇

建设，为推动小镇产业发展、提升群众

生活质量注入新活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插上现

代科技的翅膀，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

力。四川自贡彩灯制作工艺实现“非

遗+科技”创新发展，彩灯材料与现代

科技紧密结合，既保留了地方风格、审

美情趣和剪纸扎糊技巧，又引进了现

代光电技术，如激光全息片、逻辑集成

控制器、数控器件译码器等，使传统的

彩灯成为集文学、美学、科技、园林等

于一体的艺术。

创新“数字+”“互联网+”等传播

形式，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更广

阔的市场。2022 年，各地组织近 7000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店铺参与非遗购物

节，涉及各级非遗项目 4000 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商品消费者规模达亿

级。“非遗+电商”模式拓宽了非遗产

品销售路径，拓展了非遗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空间。直播、短视频、电商

平台等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具影响

力的传播渠道。

文艺工作者采取多种方式让收藏

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华强方特主题公园推出以中国神

话传说为蓝本的系列舞台剧，通过现

代艺术手法和高科技手段为游客呈现

《梁祝》《孟姜女》《水漫金山》等传说故

事；呼麦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胡格吉勒

图弟子呼和满达组织游牧

者乐队，将呼麦、马头琴等

蒙古族传统音乐融入现代

摇 滚 ；藏 族 歌 手 德 格 王 子

格桑南珠以现代流行歌曲

形式唱响史诗格萨尔；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北京龙

在天皮影剧院推出“冬奥”主

题皮影戏《冰雪运动会》和系

列“冰雪”主题的皮影艺术品。

电影、网络游戏等现代娱

乐形式合力推进非遗传承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屡屡掀起国风国

潮。从电影《Mulan》到游戏《花木

兰》等，现代媒介为非遗多向度传播

和多样化表达创造条件；动画电影《雄

狮少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醒狮搬上

荧幕，非遗与文创、影视、短视频以及

新技术跨界融合，呈现出更开放、更时

尚的面貌。

近日，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领域的文化行业系列标准《非物质文

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

录》发布，主要用于指导和规范我国各

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

和著录工作，将对非遗数字资源的传

播利用、非遗大数据体系构建和非遗

专业人才队伍培养等发挥重要推动

作用。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以系统完整保

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和全面真实讲好中国

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为目标，建立分类科学、

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是以具有保

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村

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为主体和依托，保护对象

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

落）、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地

段，与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保护传承共

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从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角度

看，无论城乡都应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展示所

辖区域中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建设博物馆之

城就是促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方

面，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的重要举措。对城市而言，通过对历史街区、不

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工业遗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地名遗产等历史文化遗存的核

心价值展示，必然会构成一个城市尺度的巨大

的博物馆体系。作为当代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

的载体，这一历史文化价值的表达和传承体系

又与现实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巨大

的活力。建设博物馆之城，能够通过发掘和展

示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构建对城市连续的历

史、多样的文化的阐释体系，加深人们对城市历

史文化的认知，并通过构建丰富的艺术展示，打

造历史文化“金名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推动博物馆之城建设，不仅仅意味着在城

市中建设更多新的博物馆，更需整合城市现有

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将这些资源的价值通过各

种方式呈现出来，将整个城市构建成一个历史、

文化、艺术的呈现和表达体系，营造出一个整体

的、与当代生活相融合的历史文化环境与氛围。

鼓浪屿是一个生动例子。2017 年鼓浪屿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这个被时任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伊莲娜·博科娃称之为“全球公民

课堂”的 1.8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有由 53 个作

为世界遗产的构成要素形成的历史文化价值

阐释主线串连起的近 900 栋历史建筑和空间，形成了展示体系。

北京老城的实践也值得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首都功

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指出，北京

老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和社

会价值，提出要加强老城空间格局保护，彰显独一无二的壮美空间秩

序。在强调对文物、历史文化街区、胡同、四合院等保护的同时，将这些

历史文化遗存串连成 10 条精品文化探访线路，又在不同区域中构建由

更多的线路串联起来的历史文化展示体系。如什刹海地区在玉河—什

刹海—护国寺—新街口精品线路的基础上延伸出 4 条文化探访线路，

把区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名人故居、博物馆等联系在一起。

城市尺度的历史文化展示需要紧扣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中

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讲好中国故事。例如，中轴线是北京十条精品文化

探访线路中最核心的一条，从北端的钟鼓楼，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

门、天安门及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端道路

遗存到永定门，以及位于中轴线两侧、紧邻中轴线的太庙、社稷坛、天坛、

先农坛，组成了长达 7.8公里、覆盖近 6平方公里区域的建筑群，构成了一

个巨大的历史文化阐释体系。北京中轴线基于所展现的对城市秩序和

国家礼仪形态的构建，构成了对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独特见

证，其具有整体性的建筑布局、空间形态构成了传统都城核心建筑群的

杰出范例，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历史景观，与传统信仰、社会发展状况、影

响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构成其核心价值。以北京中轴线为中心

的老城核心区拥有大量博物馆，中轴线的价值阐释影响了整个北京老城

区各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的展陈和价值阐释。

推动博物馆之城建设需采用多样和综合的方法展现反映地方历史

和文化特征的核心价值，构建针对这一价值的展示体系。《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为这种价值的阐释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住建部科技委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专委会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