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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专业的民族遗产论文专著，介绍全世界民族遗产的研究、前沿话题、保护等。
本书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概念阐释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现代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关系研究》《中国鄂伦春族桦皮工艺文化的传承和振兴远景》《贵州傩戏宗教性、神秘性、戏
剧性简论》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遗产（第三辑）>>

书籍目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前沿话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概念阐释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  论“文化空间”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内涵和原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管理    ——以湖北宜昌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为例  现代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研究  从
“泥人张”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称谓的知识产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建言传统工艺技术研
究  试论传统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开发  中国鄂伦春族桦皮工艺文化的传承和振兴
远景  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体    ——中国民间香包  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与现代设计艺术  现代“韩山苎
布”的织造以及存续危机小考  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田野作业的方法与思考  再论中韩两国陶瓷、冶炼行
业人祭传说的比较表演艺术研究  灯节与秧歌    ——关于秧歌起源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贵州傩戏宗教性
、神秘性、戏剧性简论  脱离与融入：近代都市社会街头艺人身份的建构    ——以北京天桥街头艺人为
例传统节日与仪式研究  从“改正朔”到“废旧历”    ——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  仪式与舞
蹈  文化母题：蕴藏于传统之中的生命动力    ——以七夕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为例  颜文姜庙会信仰文
化圈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保护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博
物馆的地位和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知识  《齐民要术》中的农业减灾技术研究  民间知识解码：
传统婚制“舅姑”称谓之秘  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文法研究  节日纪念物与传统节日现代性的建构《民
族遗产》约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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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虽然弱势文化可以接受强势文化的合理影响，但是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强势文化对其挤压
的处境。
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是民族母体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
如果失去了“根”，也就失去了民族特性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所以，李瑞环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文化的繁荣，必须注重研究和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必然会有许多新的变化，但优秀的民族文化不能丢。
”我们保护即将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要努力为受到现代文化冲击的传统文化开辟一块繁衍生
存的绿地，使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和生活方式）还能为当代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绽放出
丰硕的精神花朵。
二、现代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统一性及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基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指出：“保护和利
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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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历史认知，积淀着这个民族深沉的
精神追求和价值准则。
这种精神力量和价值观是民族振兴的强大凝聚力和动力源泉。
当下中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不容
忽视，应当更好地珍惜、保护、传承。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千百年来，古老的中华文明，持
续不断地为世界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全方位深层次开放的当代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着国际对话，与祖先相比，我们
更应该向世界展示和输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更好地得到保护和传
承。
现代化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目的。
我国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伟大任务，需要凝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需要最大限度地学习掌握古代
先贤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朽智慧。
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命的外射，是民族特性的显现。
“一定民族的民族特点一定体现在该民族的历史当中。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映射着我们悠久的历史、饱含着中华活态的民族精神，它构成了维系民族成
员的心理纽带，是民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凝聚民族精神、团结奋进的重要性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同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休戚与共
。
在数量繁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祖先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自信心和自豪感，还有认识世界、解释世
界、开拓未知领域的手段、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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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遗产(第3辑)》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和中
央民族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概念阐释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论“文化空间”从“泥人张”看非物质文化遗产
称谓的知识产权保护试论传统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开发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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