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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潮流的兴起，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迅速展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各级政府文化部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除完善政策与立法、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事务、建立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组织各类宣传展演活动外，还不断尝试采取多种形式，探索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
目前，这些做法已初现成效并获得良好社会影响，其中有关传统音乐遗产保护的积极探索，也为音乐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有益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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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经典论文。
在这些论文中，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推进传统音乐文化乃
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才华。
本书内容涉及：论紫阳民歌的发展；原生态音乐的抢救与活态保护；羌族多声部民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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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2003年初，国家文化部就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随后又下发《关于开展中
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对“试点的范围和应具备的条件”、“试点方式与申报
程序”、“试点的类型与主要任务”、“试点工作的要求”等问题做了详尽说明，旨在探讨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的有效方式，并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等方面进
行探索，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项工作积累经验。
　　2003年10月，文化部评审、确定了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试点项目分综合性试点项目和专业性试点项目两种，综合性试点（3个）：1.云南省，2.浙江省，3.湖
北省宜昌市；专业性试点（7个）：1.河北省武强县年画，2.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3.
海南省黎族传统棉纺织工艺，4.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族文化保护区，5.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昂仁县迥
巴藏戏，6.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道情皮影，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
　　2004年4月，文化部又公布了第二批29个国家级试点项目，并下发《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及《关于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等重要
文件。
“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名单包括综合性试点3个，专业性试点26个。
文化部公布两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级试点项目以后，各地方政府遵循分级试点的有关文
件精神，积极开展本地省市级试点项目的申报、评审工作，部分地区陆续公布了省市级“保护工程”
试点项目。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是一项由政府组织实施推动的，对我国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
值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有效保护的系统工程，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定保护规划、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中
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项基金，充分
利用各种手段对集中体现中华民族创造才能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特别是濒危项目进行有针对性
、系统地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等。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规模浩大，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
该工程计划从2004年起开始，分期建设，分步实施：第一期2004年至2008年，为先行试点和抢救濒危
阶段；第二期2009年到2013年，为全面展开和重点保护阶段；第三期2014年至2020年，为补充完善和健
全机制阶段。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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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中期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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