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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遗产是人类从前辈那里继承来的财产。
遗产的获得与失去每每只在念想之间。
人类曾经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人类也曾经用自己的双手毁灭了无法再生的遗产。
我们为我们的创造而骄傲，我们也为我们的破坏而懊悔。
然而，人类总是在创造和破坏，骄傲和懊悔中前行的，在这样的时代，获得遗产的天经地义与保护遗
产的责无旁贷同时赋予了人类。
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在于我们今天是否能够保护好遗产。
此番道理并不深奥，却时常为我们所忘却。
忘却也是一种背叛，背叛有待于救赎。
今天的保护正是对昨天背叛的赎罪、惩罚和拯救。
笼统地说“人类遗产”显然不够周全，需要加注。
有些遗产并没有包含人类的创造和劳动，自然遗产就是这样。
任何一位到过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游客事先都接受了相同的训导，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大峡谷是
自然的奇迹，人类并没有参与创造，因而不为人类所专美。
今天，可以分享这份大自然的礼物是我们的幸运。
人类没有任何理由破坏它，甚至人为地改变它。
1903年，老罗斯福总统面对大峡谷说了这样的话：　“任何人的干预只会破坏大峡谷，这里既然是上
帝的杰作，那么也等上帝来改变它吧。
”对于自然遗产，人类干预得是否多了点，包括我们今天的保护行动。
我们有限度地认可“保护”原则，不仅因为人类的自大横贯其中，更是由于它来自人类对自己曾经行
为痛定思痛的深切反思。
反思的必要与反思的代价往往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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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强调田野工作，所侧重的是本土化的经验与社会事实。
因此，中国经验是本书的特色与切人点。
书中许多论述都是来自田野的第一手资料，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作者十几年来所做的一些具体个案
研究，其中主要是作者所承担的两个大型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
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里的一些个案研究。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及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包括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在全球一体
化的背景中对遗产保护所持的各种不同态度及认识，这一切形成了种种“权威”与“力”，它们在合
力重新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中国民间文化和民间社会。
从某种程度来说本书就是在剖析和展示这种重新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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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书主编简介：彭兆荣，属猴，五行家据生辰八字判为火猴缺木，故字中有木喜交学友，不擅辞令，
心诚可鉴遵循学海无涯、学问无界原则，谨慎穿梭于诸学科之间身为教授、博导、主任，却不在意帽
子头衔，更热衷学者之道、生性好奇：学习古典，不顾久远；探讨新学，不忌时岁、年轻时斗胆研究
希腊罗马之经典，半百后却叩起旅游人类学的门学问人生，借追名逐利之虚，行快乐过程之实欣赏一
句话：“人活着要多为别人着想，多为后代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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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不同语境中遗产的概念一、有关遗产的概念什么是遗产？
在本书的概念中，遗产应该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需要我们去保护的自然环
境、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
这是未经人为加工的天赋物产，但在当今高度发达的文明中，这种未经过人工染指的自然遗产越来越
少。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努力的产物，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没有作为时间纬度的人类的文化活动就不
会有文化遗产。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不存在人的活动的自然遗产是很少的，大多数时间是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
共同组成了一种互动的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融为有机的一体，为某一社会的群体
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并由此凝集为一种传统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
人类学家乌格朋认为，孩子们一出世，便生在一个自然环境里，也就是所谓的自然遗产里。
各种动物都是这样。
但人类却还生在一个社会的遗产（即文化的遗产）里。
这种遗产并不像财产一般仅留给某某指定的人。
它是属于社会的，凡是社会里的孩子都可以享用。
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又是人类自始至今经营社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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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中的所有案例几乎都来自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是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石。
书中所关注的人也基本是中国不同民间社会的农民和手艺人，他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传承
者。
千百年来我们关注的文化都是精英的文化，我们关注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
包括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面收藏的大多是皇宫贵族的奢侈品和玩物，如象牙雕
、漆器、金银器、景泰蓝、陈设瓷等。
那些反映民众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生活器具与生产器具，里面包含有大量的民众智慧、传统知识。
但由于平实朴素，竟然被认为不美，不能登大雅之堂。
这不仅仅是对遗产价值观的判断问题，也是我们对文化的认识问题。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纠正了这种偏见，让我们开始正视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开始以一种更加开阔
和更加包容的眼光去注视、去阐述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这是人类学
的观点。
持有这样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我是从1993年开始关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研究的，最早是从景德镇民间陶瓷手工艺开始，花了几乎九
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本专著，共九十多万字。
从2001年开始，牵头承担了两个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
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这是两个大型的集体课题，有众多的学者参加，课题收集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字资料，还有大量的音频
和视频资料。
并采用田野考察的方式，撰写了七十多份有关西部不同地区人文资源的个案研究报告，完成了《从文
化遗产到人文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总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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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遗产实践与经验》：遗产保护不是一门专业学科，也不是一门专业知识，而是一种新的视野、新的
方法论，新的价值观及新的道德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普适性知识。
如果人类做到了文化启蒙运动就会开始，一个伟大的社会就会诞生，它的影响将犹如当年欧洲的文艺
复兴，带来的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
这个转折必须出现，不然人类将不再有前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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