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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
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
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是
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近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欢迎港澳作家回家”天津站活动中，冯骥才先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主题发表了演讲，并与在场港澳作家进行互动交流。他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开
始搁笔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因，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
经历和感受，引起在场作家的共鸣。本期讲坛将演讲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主讲人简介：

冯骥才，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九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
画家、文化学者。现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传统村落保
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
研究院院长、教授。他在文学和绘画方面都有大量优秀作品，
多次应邀在欧美及亚洲国家举办画展，文学作品有 40多种海外
译本。近 20多年来，冯骥才发表了大量关于抢救和保护文化遗
产的演讲与文章，他所提出的具有先觉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思
想，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此，他多次获得年度
中华文化人物和国家的文化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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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文学之笔
启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我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是
什么能够让你把写作的笔停下来？确
实，对于一个写作的人，能够让他把笔
停下来，这件事情太难了。多大的事
情、多强烈的事情、多不可动摇的理
由，能够让一个作家把写作停下来？我
想，一定是一个比写作还重要的事、还
大的事，还非做不可的事，才能让他把
写作的笔停下来，是什么原因呢？

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景象经常撞
击我的心扉，那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
城市的墙上甚至是门上到处写的一个
字——“拆”。我说过，我们中国这块大
地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就是
城市的千姿百态。我们有 600 多个城
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不同的
历史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
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城市风景。城市
最大的物质遗产便是一座座建筑，还
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字号、名
人故居等，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
历史脉络与历程，横向地展示着城市
宽广而斑斓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
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我们总
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
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城市所具
有的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特征。然而，
当时如火如荼的城市改造遍地开花，
很多城市的新建筑代替了历史遗留下
来的街区、城镇，城市记忆正在慢慢消
失。我记得有人曾经问我，谈论这些话
题，你的担忧是什么？我最大的担忧是
将来在城市里会迷路，就是当我们走
进其他城市的时候，发现这跟自己生
活的城市是一样的，彼此都很相像。所
以，很多年过去，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出现了，城市景观都似曾相识，城市的
个性消失了，城市积累百年千年的历
史文化、独特个性也在慢慢消散。

那时候最触动我的一件事，是
1994年前后天津的城市改造。天津的
城市改造，其中的一个计划就是把老
城拆了。了解天津人文历史的朋友都
知道，明建文二年（1400 年），燕王朱
棣在此渡过大运河率军南下。在永乐
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
日），成为明成祖的朱棣将天津取名为
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自此揭开了
天津城市发展新的一页。天津，也成为
中国唯一一个有建城纪念日（生日）的
城市。然而，就是这样有着近600年历
史的一座老城要拆了，而且天津街头
还挂起了广告，广告词说“将来你在这
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会发现不是在天
津，而是在香港的铜锣湾。”我去过铜
锣湾，很美也很有特色，但天津为什么
要像铜锣湾呢？当时甚至还有一个口
号，就是要把天津市的海河建成塞纳
河。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就想为
什么会这样？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
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当我们享受物质
美好的时候，是不是轻视了具有精神
价值的事物？那时候，我很激动也很着
急，就拿出稿费，邀请上百名天津市的
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包括摄影学家，
把整个老城调查、拍摄了一遍，保留了
老城最后的景象。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已
经投身于一个时代带来的巨大“漩涡”
里。但这不是学者的态度，也不是像建
筑学家梁思成那样的思维，实际上还
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作家对生活的情
怀与自己置身的土地分不开，每一位
作家都自然而然地从自己熟悉的土地
里调动写作的灵感，从中创造出生活
的细节、人物的个性和精髓。于是，当
生活的土壤发生变化时，最先被触动
的一定是作家的心。那么我作为一个
作家，在自己的家乡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需要做些什么的。然而，这一路走下
来，发现这个潮流太大了，个人的力量
实在有限。于是，我写了《手下留情：现
代都市文化的忧患》等几本书，也开始
到各地演讲，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建
议，呼吁社会各界一起保护我们身边
的文化遗产。

刚才有位读者拿了一本我的《市
井人物》请我签名，我非常感动。因为

这本书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作家出版
社出版的，当时发行量并不多，也就是
写完这本书，我告诉自己不再写了，就
把文学的笔放下了，纵身投入文化遗
产保护的时代浪潮中。

投身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中去

2001年初夏，我到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工作。在这之前，我已经担负6
项工作，而且大都是主要的责任人，其
中有 4 项又是全国性的，已经觉得不
堪重负。但到了民协后，我又自寻麻
烦，把一个更艰巨、更沉重的事情揽在
身上，这就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
救工程。

在谈抢救工程之前，首先必须重
新认识我们的民间文化。一个民族的
文化传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精英文化，或称典籍文化，比如
国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等；另一方
面就是民间文化，如民间的民俗、文
学、戏剧、舞蹈、音乐、曲艺以及民间医
药、杂技、武术等，而我们生活在这两
个传统里。所以我总是说，精英和典籍
文化像“父亲的文化”，给我们精神，给
我们力量，给我们思想，它使我们民族
有了主心骨；而民间文化像“母亲的文
化”，给我们爱，给我们温暖，给我们情
感和情怀。“饱带干粮热带衣”“春捂秋
冻”“出门饺子回家面”，这都是一代代
流传下来的生活谚语。这些饱含无限
情怀的民间文化，让我们热爱生活、热
爱家人，让我们知道慈孝、知道对乡土
的热爱、知道人间和谐的美丽，这都是
民间文化传统留给我们的。当来到民
协后，我发现大量的民间文化正在不
知不觉地消失。

记得有一次，我们民间文化调查
小组去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一带
考察，到“花儿”的故乡去收集民歌，那
里有一个老太太，会唱很多极好听的
原生态民歌，但当时我们没有录音机，
只能用笔记，但笔是记不住歌曲的，于
是我们就回到北京申请录音机。那时
候，录音设备并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得
到，等拿到录音机再回到当地时，已是
三个月后。然而，老太太的女儿告诉我
们，她母亲一个月前去世了。这给我们
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也让我们明白，民
间文化需要尽快抢救，它与物质文化
遗产不同，很多都没有文字著录，失去
了就没有了。直到 2006 年，宁夏海原

“花儿”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做了 35
年的政协委员，经常提交文化遗产保
护方面的提案。在提交的《关于紧急抢
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提案》中，我提出要
对 960 万平方公里、56 个民族的一切
民间文化“一网打尽”地进行抢救、调
查、整理、保护。2001 年，在国家支持
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启动了
超大型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而
我这支文学的笔，无论如何都不能拿
起来写作了，因为这件事比个人的写
作要大得多、重要和紧急得多，它关乎
文化传统的赓续和发展，关乎民族传
承，往大的方面说是对人类的贡献。

人类的文化，依我看，从文明史
的角度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文明
的自发阶段，就是自发的文化。比如
原始时期，人们丰收了就手舞足蹈，
高兴就唱歌，这是一个“自发的文
化”时期。第二是“自觉的文化”时
期，人类开始自觉地创造艺术，开始
了文字记载。第三个时期是“文化的
自觉”。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而理
性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对于人类的意
义是必不可少的，反过来讲，如果人
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
茫。那么作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自
觉，更需要先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
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我对
这句话感触很深，就是要我们有先
觉、先行、先倡的意识，而且我们还
应该像王阳明那样知行合一，要行动
起来，走到前面去。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
《公约》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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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除了历史建
筑、物质性的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一
种传统的文明，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物证，要
完好地继承；非遗是由民间传承人代
代口传心授的，需要保持活态地传
承。这些都是上一个历史阶段的创
造、下一个历史阶段必须继承的人类
创造的历史文明和历史财富。2006
年我国建立非遗名录，分县、市、
省、国家四级，至今已被政府正式确
定进入名录的非遗超过 10 万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1557 项；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名册） 的有 43 项，总数位
居世界第一，我国的非遗名录项目越
来越多。

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灿烂辉
煌，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山水
各异，风景独特，每个地区都拥有独
特的历史和文化脉络。自古以来，我
们就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的说法，人们在自己的那一方土地上
进行独特的创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
风格。这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灿
烂，正是源于这种多样性。我们要保
护的，也是它的多样性，不能让它减
少，每一项非遗的减少，都意味着我
们失去了文化的一部分的光彩。这是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这不是我们必
须要做的事吗？

20 多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普
查、抢救、保护、传承等工作。特别是对
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
护，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是没有文字的，
没有文字记载，就需要对现有的资源
进行口述调查，紧急整理，给所有没有
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建立
档案，保存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口头
文学（包括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
谣、谚语等），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的努力下，录入汉王数据库的超过10
亿字，仅民间故事就有116万条。这是
多么庞大的数字，多么丰富的文化资
源！这是留给我们后代珍贵的财富。

建立非遗学
努力培养非遗保护人才

2011 年前后，我们在非遗的普
查和保护过程中，发现民间文化所依
存的大量传统村落在瓦解、消失。后
来，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讲过一
组村落调查和统计数字，在 21 世纪
初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
万个，到了 2010 年锐减为 271 万个，
仅仅 10 年内减少 90 万个，对于我们

这个传统的农耕国家来说，这是个
“惊天”数字，它显示了我们的城镇
化和传统村落消亡的势头迅猛和不可
阻挡。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主
要体现在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丰富文
化遗产中，而村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
载体，至今还有至少一半的人仍在农
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
着世代相传的文明。现在国家已经意
识到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工作。2012 年，国家层面启动实
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同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印发首个《关于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
见》，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作了较为
全面的部署。还有，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
联合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
委员会，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工作，特别是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
20 多年来，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民间
文化的创造力与独特性，同时也发现
了自己在这浩瀚文化海洋中的渺小。
当然，即便我们已经整理出了大量的
文化遗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
忧。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生
活方式的变革，大批年轻人离开自己
的故土，涌入城市，导致许多村庄变
得空荡，很多珍贵的文化也因此面临
中断和涣散的危机。保护这些文化遗
产，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但是，我们的保护方式也已不
再是过去的抢救式保护，而是需要
更加科学和系统的方法。因此，我
提出了科学保护的理念。在此基础
上，一个新的学科开始出现，那就
是“非遗学”。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积极致
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我国，
非遗保护更是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
视，与国家未来的发展紧密相连。所
以我提出应科学保护非遗，培养更多
专业人才。大学应该承担起培养非遗
保护人才的重任，建立非遗学学科。
作为这一理念的提出者，我深感责任
重大，并已付诸实践。目前，天津大学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已经设立非遗
学专业，并且是中国最早拥有非遗学
硕士点的高校。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两
项：一是构建非遗学的元理论，搭建非
遗学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为其发展
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探索并建
立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具备专
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非遗保护人才。
只有我们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具有专
业知识的、具有文化责任的非遗保护
人才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才能放
心，也才算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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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讲座现场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部分书目

▲ 贵州省兴义市万峰林纳灰民族
特色村寨

前些天，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
“冯骥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
直 播 预 告 ， 极 大 地 引 起 了 我 的 兴
趣。由于当天有重要采访活动，错
过了直播时间，为此懊悔了几天。
好在后来，鼓起勇气向冯先生约了
这篇演讲稿。

这一次约稿，过程很愉快。先给
冯先生发了一条信息，很快得到了回
复，录音文稿也很快就发了过来。其
实，早在两年前，我就向先生约过非
遗讲稿。当时面对这样一位文化大
家，有些战战兢兢，但他亲切自然的
话语，很快消除了我的顾虑。一位
80 岁高龄的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强
度的工作状态，让我十分敬佩。查阅
资料、阅读文章、追踪足迹，知道先
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到现在，一
直投身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
工作中，孜孜不倦，步履未曾停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从坚定文化自
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
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取得显著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文
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
地传承下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殷殷嘱托仍然萦绕在耳边。

既要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也
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赓
续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今年“五
一”假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文
旅活动丰富多样。以文促旅，以旅
彰文。“非遗+旅游”是文旅融合发
展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全国各地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立足自
身 特 色 资 源 优 势 ， 不 断 推 出 “ 非
遗+旅游”等各类活动，积极探索

“非遗＋文创”“非遗＋红色文化”
等新模式，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注入新活力。
就像冯先生说的那样，非遗的保护
与传承工作是一项巨大工程，需要
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任重而
道远。 （郭海瑾）

不遗余力推动
文化遗产的保护

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艺术研究院
主办的汲古论坛，于近日在中国艺术研
究院（北区）开讲。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艺术的起源：从考古到美学”，邀请了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周晓陆主讲，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教授梁玖、中国艺术研究院艺
术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修建对谈。

学者们表示，艺术是人类社会
特有的现象，反映了人类对美的追
求和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不断探寻。
艺术的起源问题一直被称为“斯芬
克斯之谜”，事实上，自人类诞生以
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相继产
生，并不断发展丰富。从物质层面
来看，艺术对人类的作用好像并不
明显，因为它难以实质化；但从精
神层面而言，艺术却是人类在进化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养料和文化精粹。
人类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应该是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先民们
对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的创造是推动古
代文明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探寻艺
术的起源问题，对充分认识人类文明
的发展历程，了解人类对真善美的追
求和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具有重要的
意义。

（郭海瑾）

汲古论坛——“艺术的起源：
从考古到美学”在京举办

▲ 浙江省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传统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