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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1月21日至23日，由中共徐州市委、徐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委宣传
部、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办的“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在徐州工程学院隆重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人员紧紧围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这一主题，分别从传承理念、传承模式、人才培
养与队伍建设、实践探索与政策保障等专题展开讨论。
论坛收到论文60余篇。
这册厚重的著作就是本次会议论文的结集。
　　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与相关领导和专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论坛筹备过程中，我们多次得到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王文章副部长，非物质遗产保护司马文辉司
长、屈盛瑞副司长、马盛德副司长等领导的支持与鼓励，得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
会张庆善、刘魁立、田青、张振涛、吴文科、徐艺乙等领导和专家的具体指导，一批高水平专家莅临
论坛并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大大提升了论坛的学术境界与影响力。
作为论坛的具体筹划人之一，我向这些领导与专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徐州工程学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包括
整合全校人文学科力量，建立“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与地方文化系统签订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为核心内容的共建协议，形成校地互动、资源共享的工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开展
以地方文化为特色的系列课程建设，采取1+1互动模式，即安排一个专业教师与一位民间艺人共同开
设一门课，让学生充分领会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让文学、艺术、体育等专业学生组成专题小组，随
教师及当地文化工作人员进行田野调查，形成专题调研报告，或在此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建立“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信息中心”，大力开展“非遗”项目的数字化工程，使一些随时可能消逝的民间技
艺与艺人风采得以永久保存与传承；编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年鉴》，努力为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提供一部同步记录并跟踪发展的编年史。
这些做法，既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的特色，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校、进课
堂铺平了道路，因此受到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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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是关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专著，书中包括了：《论徐
州梆子的生存现状及其保护与发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运作探微——徐州优秀地
方戏曲文化产业化发展构想》、《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的传统武术文化保护策略分析》等文
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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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凝聚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国歌的音
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高等教育的使命三支队伍共论“非遗”保护大计三大板块彰显“非遗”交
流架构——一次特色鲜明的学界盛会《年鉴》编写与学科建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年鉴》
编写体会2001-200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2001-200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报告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几个紧迫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难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国家责任及传承人义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若干思考——以河北省为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模式的思考与探索——以河南省焦作市怀梆戏为考察对象重绘中国“非遗”地图——以苏鲁豫
皖四省交界地区民间音乐为例亟待构建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兼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相关立法与动向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理念创新——以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例人类学视野
下侗族大歌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民艺采风与民艺之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思考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探析浅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人类“内在理想尺度”超越
时空面向未来的诗性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判读准则及其内在价值依据探析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环境视角的实证研究地方高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徐州高校“非遗”特色教育探讨以传统节日作为教育平台，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地方高校开
设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研究保护、传承、发扬——博物馆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作用考古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书馆化保护研究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档案管理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基于网络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化建设——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采集徐州梆子剧种特征论略论徐州
梆子的生存现状及其保护与发展徐州琴书的传承与发展徐州琴书的发展与保护徐州琴书邳州王家班社
的调查论柳琴戏的原生腔源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运作探微——徐州优秀地方戏曲文化产
业化发展构想西部电影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功能上海城市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及主要形式“
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之我见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市级“非遗”市场开发
刍议——以连云港市为例从徐文化与徐福关系方面分析徐州“申遗”的文化潜质与历史机遇——从浙
江省慈溪市申报“徐福东渡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想到的关于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问题
徐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徐州城市特色的塑造徐州地区民俗体育文化
资源研究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的传统武术文化保护策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传统武术
传承的思考中原武术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再论传统武术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保护的思
考非物质文化视角下的苏北古建筑保护系统研究徐州民间传说及其文化意蕴研究徐州羹饮食文化圈说
民间庙会的“非遗”保护与开发规范“徐州香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运作探讨试论徐州民间
艺术中的装饰文化徐州地区民间剪纸考察邳州民间鞋花样剪纸艺术初探“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层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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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家的立法保护和传承人的继承保护　　中国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集权主义高度
的集中，国家的立法政策将直接引领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走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项目会因为国家一个错误的决策而在人们的眼中销声匿迹。
因此，国家的立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从国外事例来看，如“日本以立法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美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方式侧重于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鼓励各州、各企业、各集团以及全社会共同进行保护。
”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进行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更是其根本保证。
　　“立法是立法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
”国家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国家立法保护来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可持续发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传承’是核心、是灵魂。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得以延续的一种手段，它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
”而“传承”这一生活行为和方式是要靠“人”来实现和完成的，“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抛开了“人”而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是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罢了。
与此同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间文化，而民间艺人则是民间文化的承载者。
如皮影、剪纸、泥塑、木雕等等都是通过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智慧凝结而成。
“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成一条永不断流、奔腾向前的河，‘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一旦
老艺人离世，他身上承载的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随之消亡，所以，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
，乃是当务之急且是重中之重的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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