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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11月5日至7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举办了第四次学术会议。
此次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在北京
西藏大厦举行。
会议主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研究”。
共有12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除中国学者外，还有来自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艺
术人类学》作者罗伯特·莱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音乐人类学家罗伯特·温特，日本
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荻野昌弘，美国肯塔基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莫尼卡，美国肯塔基大学音
乐学院的教授周雅文，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世界声学研究与阿尔泰朝尔》课题负责人、法国学者单泰
陆等，这是一次艺术人类学界的盛会，共收到论文近百篇。
　　日本是世界最早提出保护“无形文化财”的国家，今天联合国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最初便源于此，因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上是走在了世界前列的。
会议请到了日本关西大学学院的社会学教授荻野昌弘介绍并分析了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
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
他文章的题目是《无形与有形：实现之道》，文章通过介绍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指出，日本
借助“无形文化财”和“人间国宝”的观念，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
无形文化财的体系是由“现实化逻辑”支撑的，现实化指的是激活存在于过去的事物，即在“无形之
物”中找寻意义。
文章进而阐释了社会“需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
英国杜伦大学的罗伯特·莱顿在他的文章《民族艺术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和物质遗产》中，分析了
少数民族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
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要延续下去，其中的理念和价值必须被受众所接受，或者更有说服力
，受众必须能够“阅读”这些象征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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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提出的“文化自觉”的
思想一样，值得人们关注。
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指导的最后一个国家重点课题，
课题提出的“从遗产到资源”这一理论，是费孝通有关“人文资源”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深化，在我
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农村建设、文化的自主创新、道德重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重要问
题的讨论中，在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时，甚至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与参考价值，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议题。
在课题的学术成果出版之际，在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研究和探讨这一课题的内容与成果应是对
他的最好纪念。
　　一、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　　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但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到晚年他提出了“富了以后怎么办？
”的问题。
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志在富民，这是不错的，但仅仅是富，还够不够？
其实人是不会满足于吃饱穿暖的。
人要安居乐业，这里的安乐就是高一个层次的追求。
”“我们现在应当讲的还是科技，是讲科技兴国。
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了。
”在笔者的理解中，费孝通先生一生做了两篇大文章，第一篇是“志在富民”，关心的是中国社会发
展中的经济建设问题。
第二篇是“富了以后怎么办？
”，关心的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建设问题。
　　文化建设需要有基础，而这一基础就是蕴藏在我们生活中的丰富的人文资源。
有关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提出：“我们现在不光要发展经济，也要重新认识人文资源，要回头看到这
种资源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另外，还要利用这些原有的资源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服务于我
们新的生活，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　　2000年，为了平衡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国家推行了西部经济大开发计划。
西部地区是中国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最为多样化、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文化遗产和人文资
源保存最为丰富的地方。
费孝通先生首先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样一个重要的
课题。
2001年，为了推动课题的立项和深入探讨，他在兰州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他说道：“今天我们
召开一个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西部大开发中怎么样认识
人文资源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要如何去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
西部的人文资源，不仅包括过去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许多人文方面的遗产，也包括现在还活着的，
并还在继续发展的各种人文方面的活动，尤其是现存的各民族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活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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