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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傣族聚居区物产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等美称，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十分突出。
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傣族人民适应其生境，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诸多文化事象，既有物质
文化层面的表现，也有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内涵，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其中的一
些非物质文化事象，如织锦、竹编织、建筑、贝叶经制作、象脚鼓制作、章哈（歌手）演唱、长篇叙
事诗传唱、文字使用，以及一些宗教文化用品等，其实用性、象征性、技艺性、民族性十分显著。
可以说，民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传过程，既是民族思维或行为方式展示的过程，也是民族传统
文化传承的过程，它们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之道，对人类多样性的社会文化贡献了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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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后，为加强对申报项目的管理，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文体局下发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实施方案》（西文
体[2007]3号文件），特对傣族章哈的管理制订了以下措施：　　1.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自治条例》的要求，在政府领导下对傣族章哈进行全面普查，在历届活动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采取措
施，激励艺人投人创作和演唱，积极发现新人，壮大队伍，由自治州文化馆和县、市文化馆对章哈的
传承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和支持，坚持对章哈艺人的培训和传统技艺、唱本的挖掘整理工作。
　　2.进一步对“傣族章哈”的历史沿革、分布区域、表现形式、文化内涵、技艺传承、展示场所等
予以保护。
充分利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媒体和数字化信息，对傣族章哈文化的自然、社会环境、展示场
所、文本器物、功能意义、表演技艺、传承特点、动作表情、语言声音、艺人信息等方面内容，进行
系统的收集、记录和分类、编目，建立全面、系统的章哈档案。
　　3.西双版纳州内专业表演团体和文化馆开展傣族章哈的传承工作，设立傣族章哈专业和群众业余
演出队，通过表演对章哈艺术进行有效的保护。
同时出台相应的措施办法，保护章哈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防止对傣族章哈作品的误解、歪
曲或滥用。
　　根据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拟在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民族艺术专业，培养傣族章哈等方面的
专门人才；在民族中小学里增加章哈艺术鉴赏课等，使傣族章哈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
。
同时，以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的形式，鼓励和资助传习机构、传承人等开展傣族章哈讲习、授徒等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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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中国少数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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