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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2024 年是我国批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 周年。20 年来，中国

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非遗保护意识深入人心。“非

遗”这一概念也从让人感到陌生的生僻词，变成了如今文化工作和社会生活领

域里的常见词汇。“非遗”是何时进入我们生活的？为什么守望非遗就是守望

我们的精神家园？新时代，非遗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期讲坛

邀请郑茜委员解读非遗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她近期在国家图书

馆中的演讲内容，现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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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讲坛信息

主讲人简介：

郑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

馆党委委员、副馆长、研究员，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

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体系研究”课题、主

持“民族文物价值体系研究”课题，提出“博

物馆影像收藏逻辑”概念；策划并组办“中国

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与“中国民族影像

志摄影双年展”系列工程，提出在我国开展“博物馆

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发起“首届中国博物馆人类学高级论

坛”，主持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出版《何以中华——一

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人活天地间》《无·有——禅

与诗》《中国民族与宗教》《边缘叙事》等著作。策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系列主题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系列主题展，其中

《传统@现代》《古典爱情》《声音》《何以中华》等成为精品巡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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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非遗””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人们的生活

非遗，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我

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那么，非遗

是以什么样的路线图，进入了我们

的生活？

23 年 前 —— 中 国 昆 曲 被 联 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是我国第一个

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的项目。但当时，这件事并没有

引起国内民众的注意。

21 年 前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这是第一部为保护非遗提

供法律、行政和财政框架的国际条

约。第二年，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缔约

国。但是，这前后两件事，也没有引

起国内的广泛关注。

19 年 前 —— 韩 国 江 陵 端 午 祭

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

功。这件事一报道出来，立即引起一

片哗然，举国震惊——明明是中国

人的民俗，怎么就变成了韩国人的

遗产？这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引起

广泛关注的非遗事件。

但 事 实 上 ，就 在 那 一 年（2005

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和蒙古族长调民歌也同时被列入

了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人 类 口 头

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但大家的

焦 点 并 不 在 此 ，而 是 被“ 文 化 主

权”问题所牵引和占据。这并不奇

怪——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殖

民侵略让中国人尝尽了丧权辱国

的痛楚，所以，我们对主权问题格

外 敏 感 。韩 国 江 陵 端 午 祭 申 遗 事

件 ，让 我 们 中 国 人 从 文 化 主 权 这

个特殊的角度，开始理解“文化遗

产 ”的 问 题 。由 此 ，它 也 构 成 了 一

个 独 特 的 起 点 ，引 发 我 们 开 始 思

考 ：应 该 怎 样 对 待 中 华 民 族 自 身

的文化遗产？

这一群体性反思很快就有了一

个结果——18 年前，也就是 2006 年

春节，大年初一，天安门东南侧的国

家博物馆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展”，观众汹涌而来，

澎湃的热情淹没了展览，这一盛况

出乎主办者的预料，展期一延再延。

2006 年，被称为中国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元年。

守望守望““非遗非遗””就是就是
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在 2006 年春节的“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观众

在展场看见了一条标语：守望非物

质文化遗产，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口号。我

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

的国度里，在那么多厚重珍贵的历

史文化宝藏中，有哪些才能称得上

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呢？非遗的通

常形态是传统手工艺、民俗风情、民

间礼仪节庆，这些以前常被认为是

下里巴人的文化，它们能够成为我

们的“精神家园”吗？这是一件耐人

寻味的事情。

事实上，这正是理解“非遗”概

念一个极好的切入点。表面上看，非

遗虽然是一些古老的民间节日、质

朴的手工技艺或是简单的歌谣舞

蹈，但它们的背后，指示着一个个深

邃的精神世界。比如，一个民间节

日，有可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

观、价值观，蕴含着人与自然结成生

命共同体的深刻哲理；又比如，一项

手工技艺，有可能包含着道法自然

的造物观、伦理观——造物是否需

顺应天时？待物是否应物我平等？再

比如，一曲传统歌舞，有可能蕴藉着

一群人的祖先记忆、道德追求、生活

智慧，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蒸馏，凝结

和流传下来的……

这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

么守望非遗就是守望我们的精神家

园？因为非遗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

因密码，承载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

的历史、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

““遗产化遗产化””：：““非遗非遗””的制度化建构的制度化建构

我们知道，一种民间文化要成为

非遗，需要严肃的申报和严格的评审，

需要经过国家权威机构的认定。这里

潜藏着一个问题：“非遗”天然是民间

文化，但民间文化并非天然是“非遗”；

只有经历了一个“遗产化”的过程，民

间文化才能成为非遗。

“遗产化”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民

间文化是文化的一种自然存在，文化

遗产则是文化的一种自觉存在。遗产

化的过程，是民间文化从原生文化环

境中“脱域”，被置于普遍文化背景下，

重构其价值和意义的过程。所以，我们

首先会看见，“遗产化”以后的文化事

象，它的实用价值发生了变化，它拥有

了超越其原有使用价值的多种功能和

多重涵义。举一个例子，贵州黔东南州

苗族的“姊妹节”，曾是贵州省台江地

区苗族女子的集体交谊方式（“浓嘎

良”），它产生于交通、信息受到限制的

前现代性环境中，是苗族群众为解决

婚恋需求而发明的一种交谊制度。改

革开放后，外界发现了姊妹节，被誉之

为“藏在花蕊里的节日”“最古老的东

方情人节”。2006 年 6 月，苗族姊妹节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此后，姊妹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它的功能逐渐扩展，从一个青年

交谊活动变成了向外界展演苗族文化

的节日；与此同时，它的节日形态也扩

容了，把苗族飞歌、龙舟赛、斗牛、斗马

等多种苗族文化元素都融合了进来。

这样，姊妹节就从一个求偶活动变成

了一个容纳多种功能的节日承载体，

最终演变成黔东南州吸引外界关注、

发展本土文旅事业的活动舞台。因此，

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重要事实：遗产

化过程，是民间文化重新进行功能装

载的过程。

其次，遗产化的过程，是从一群人

的文化变成全体公民共享的文化的过

程。历史上由某一个民族或某一区域

的人们所创造的文化，当它被认定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它的“所有

权”和“继承权”，就从一个民族或一个

特定人群中，转移到了全体公民中；它

就不再只具有民族性或区域性，而具

备了全民性和共同体的属性。比如，广

西和贵州交界地区的“花炮节”，它本

是几个侗寨的活动，现在成为了国家

级非遗，成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竞技项目，实实在在地变

成了全体国民共享的文化活动。事实

上，当代中国，是谁在传承非遗呢？显

然，不仅仅只是那些被各级机构认定

的“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有一个多重

身份的群体，也是广义的非遗传承人，

比如文化遗产研究者、文化产业开发

者、媒体，甚至包括旅游公司、导游等

等；而设立在各种学校的非遗传承基

地，更是广义的非遗传承人。全体公民

在共享这些文化遗产时，同时也分担

着传承和传播这些文化遗产的义务和

权利；当然，他们甚至同时还拥有对这

些文化遗产进行新的价值提炼和意义

再造的权利，比如，参与非遗的知识传

播、介入旅游开发和商品包装的过程，

就具有对非遗的意义进行再阐释的

作用。

正因如此，“遗产化”使地方性文

化变成了公共文化，从一群人自我享

用的文化变成了与陌生的“他者”共享

的文化；民间文化因此走上了从原生

土壤中“脱域——再嵌入”公共社会的

道路，它向所有民族、全体国民开放。

这样的一种流通和共享，显然具有一

种连接的意义和力量——它把“我”与

“他”联结在一起，把一群人与所有人

联系在一起，把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

联系在一起，最终联结为一个文化的

共同体。

此外，遗产化的过程，还是从文化

的特殊性走向普遍性的过程。遗产化

的建构，使民间文化从其特殊性意义

走向更加普遍的意义，建构出文化遗

产的普适价值。比如，云南景颇族的目

瑙纵歌，是景颇族用来纪念祖先迁徙

历史的一个集体仪式。但现在，作为第

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目瑙纵歌已经

闻名遐迩，当全国各地的旅行者从四

面八方赶来参加这个活动时，目瑙纵

歌的意义悄然发生了扩容——它开始

突显万众狂欢、群体和谐、增强团结的

意义内涵，强化它富有感召力和凝聚

力的节日形态。显然，节日意涵的扩

张，在于文化遗产需要具备能让更多

人共同分享的意义。

最后，遗产化的过程，还是民间文

化走向中心和主流的过程。从地域性

走向共享性、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推

动民间文化向上流动。现在，全国各级

非遗保护名录上的保护单位，都是政

府、单位或学校、企业，这意味着文化

遗产的保护主体发生了变化，意味着

文化遗产从一个地方的小传统，转化

为国家文化层面上的大传统，其价值

辐射从局部扩展到了全体。

因此，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一个问

题：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对于今天中华

民族共同体具有一种凝聚和向心的意

义；当区域性、地方性传统变成全民共

享的文化遗产，非遗就跟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建设联系在了一起，它们成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

资源。

““资源化资源化””：：““非遗非遗””的创造性转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和创新性发展

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非遗还发

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这就是

资源化。所谓资源化，是指地方性文化

传统进入了经济领域，完成了一个重

要的价值转型。比如，在很多地方，非

遗正在成为推动文旅经济、文化产业、

创意设计的动力性资源，成为乡村振

兴的核心动力。

大概从 2018 年、2019 年开始，国

内媒体上开始出现“非遗+”概念：“非

遗+扶贫”“非遗+旅游”“非遗+会展”

“非遗+民宿”“非遗+研学”，等等。“非

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非遗”像

发动机一样，能把对象带动起来，就像

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棒，担当起一个“赋

能者”的角色。

就“非遗+扶贫”而言，2018 年文

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原国务院扶贫办

综合司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设立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到 2019 年，

仅在 10 个边远民族地区设立的“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就达到 156 家，依托 82

个“ 非 遗 ”项 目 推 出 了 142 个 特 色 品

牌。当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19 非

遗与旅游融合十大优秀案例”，其中两

个来自于民族地区：一个是四川凉山

彝族火把节，一个是贵州凯里麻塘精

准扶贫，这两个项目入选的原因，就在

于它们显著地带动了当地少数民族群

众就业增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一 个 民 族 都 不 能

少。”在边疆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消除绝

对贫困的攻坚战里，非遗出其不意地

扮演了一个十分精彩的角色，展现出

了它以文化资源“扶志”“扶智”、赋能

经济发展的巨大功效。

此后，国内出现了“非遗新经济”

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说明非遗已经

被投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中，开始

置身于资本、市场等场景中，与社会主

流经济发生密切的互动。比如，我们看

到一个现象——创意设计开始介入非

遗的再生产中，如北京一家著名设计

公司，通过系统性采集贵州苗族服饰

的数千个刺绣纹样，建立起一个“中国

手工坊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

个包括 20 多家时尚机构的“中国手工

艺联盟”，尝试跨界设计，让远在巴黎、

伦敦的品牌设计师，跟贵州大山里的

苗族绣娘“一对一”合作，设计出创意

性的服饰。这样的创意设计，突破了非

遗的原有形象，让传统手工技艺直接

转化为“高端订制”，在实现价值升级

的同时，也完成了非遗在 21 世纪的文

化再生产。

事实上，非遗和创意的融合，是我

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带着自身的根性，把

新的时代环境作为文化土壤，进行重新

生长发育的过程；这样的一种文化再生

产，让文化遗产重新成为我们现代生活

的 日 常 ，让 我 们 真 切 地 看 见 和 相 信

“old is new”。正是在此基础上，“新

中式美学”大行其道，“国潮风”横贯国

土，推动了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应是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的具体场景之一。

至此，我们回头看，非遗刚出现在

我们生活中时曾经带有的“濒危”“边

缘”等等文化印记，所代表的弱势、前

现代性的文化形象，到今天已经发生

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事实上，中国是非遗保护的“后发

国家”——因为我们既不是“非遗”概

念的提出者，也不是在国际上最早一

批投入非遗保护实践的国家。但是，20

多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从学习、

效仿，到很快形成自己的非遗实践模

式，再到今天构建出全世界最大规模

的非遗保护名录和实践体系，可以说，

今天中国的非遗实践已经迅速走进了

全世界的第一梯队，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中国经验，拿出了一套中国方案，这

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华儿女感到自豪和

骄傲的。对此，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责

任，为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作出贡献！

从精巧绝伦的刺绣工艺，到婉转唯

美的戏曲唱腔；从精致细腻的陶艺制

作，到深邃博大的中医智慧……每一项

非遗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

现，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生命基

因。它们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

价值追求，更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重要基石。

近年来，非遗一直是政协委员关注

的重点话题。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

茜多年来致力于非遗、文化遗产等方面

的研究和管理工作，成为政协委员以

来，她多次提交相关提案，为非遗的传

承与保护积极建言献策。

这篇约稿，始于早前的一次采访，

这次正巧她又受邀在国家图书馆做讲

座，便与她相约。聊起非遗，她有很多

话要讲。对于非遗进入人们的生活，她

有着更生动、更接地气的解释，她说：

“一幅剪纸轻展于窗棂，一杯清茶香气

扑鼻，一曲古琴韵律悠长……这些生活

中充满情调的日常，就蕴藏着非遗的深

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非遗就在我们身边。它不仅仅是历

史的记忆，更是活态的文化传承，如同

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滋养着民族的精

神土壤，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文化的

根脉得以延续。“‘非遗+’作为一种

创新性的发展方式，为非遗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郑茜说，将非遗元素与现代生活、文旅

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不仅可以推动非遗

的传承与保护，还可以为其注入新的活

力与生命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并

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来，用他们

的智慧和方式赋予非遗新的时代内涵，

才能不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郑茜表示。

体验非遗之美
传承文化血脉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近日，著名学者、南京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在江苏书展“书

香中国·全民阅读大讲堂”上开讲 《双

峰并峙的宋诗与宋词》。

莫砺锋从宋代诗歌特点讲起，通过

宏观与微观结合，带领读者与观众遨游

宋代诗坛词坛，一探古诗词奇绝魅力。

他讲道，宋代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

诗、词二体双峰并峙。词产生于唐朝，

但唐词数量不多，题材也局限于婉约风

格。因为词通常配合着音乐出现，多用

于宴饮歌舞场所。到了宋朝，苏轼把词

的 题 材 进 行 革 命 性 的 开 拓 ， 豪 放 派

出现。

“宋词不再只为歌儿舞女所作，变

成士大夫抒发爱国情怀、一展胸中豪气

的载体，有了黄钟大吕之音。尤其到了

南宋，宋词和宋诗合流，爱国主义题材

的诗词成为南宋时期诗词的重要组成部

分。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把爱国主

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

诗词注入了英雄主义与阳刚之气。”莫

砺锋介绍。随后，他结合苏轼、辛弃

疾、陆游、文天祥等几位诗人的生平经

历，讲述了 《正气歌》《念奴娇》 等诗

词的创作背景与其中的典故及其体现的

民族精神。

讲座最后，莫砺锋表示，无论是宋

诗还是宋词，这些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人格熏陶

要从小抓起，我向朋友们介绍诗词，就

是希望把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传

递给青少年，传到千家万户。

（郭海瑾）

著名学者莫砺锋开讲
“双峰并峙的宋诗与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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