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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荆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文字的形式，对陷于濒危并有历史价值的，特别是上了国家
级名录的荆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了全面、真实和系统的记录，以便在超时空条件下让
更多的人认知、接受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项目。
　　《荆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传统美术民俗众多领域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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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的定义目前有很多，各有特色和侧重点。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属性角度理解，民间文学主要是指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
，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以及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说唱文学作品，具有口头性、集体性、
变异性、活态性和直接人民性等特征。
它既是民众生活、思想感情的自发表露，又是民众关于科学、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民众
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直接表现。
按照国务院、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有关部门制订和公布的代码方案，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民间文学类代码统一为“I”。
国务院于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民间文学类31项，湖北省有董永
传说、伍家沟民间故事、下堡坪民间故事和青林寺谜语等4个项目入选。
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53个民间文学类项目和《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5个民间文学类扩展项目，湖北又有屈原传说、王昭君传说、
炎帝神农传说、木兰传说和都镇湾故事等5个项目入选。
 至此。
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类项目已达84项，其中，湖北省有10个
申报地区的9个合并项目入选，占全国总数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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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荆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将荆楚大地上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北人的文化符号和标签
进行介绍，相信大家能从中感受到这些荆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凡魅力！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其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此，近年来，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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