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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高校开设文化遗产保护的课程，既是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倡导，同时对开拓当代大学生的知识面
、提高其综合素质也是很必要的。
2003年在首届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上，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也呼吁各高校在
文化遗产教育方面要进课堂、进教材。
我们从2005年起在山东大学开设《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这门课程，总体来说效果比较好，同学们
也非常欢迎，但一直没有适合的教材交给学生，由此萌发了编写这本教材的想法。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办[-2005]42号)。
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后，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新也是最权威
的文件，对推动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重大意义。
《通知》首先强调了在我国新的厦史条件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对文化遗产保
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6-体目标等重要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说明，并对各级政府和主管单位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通知》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是对“文化遗产”的框架和内容的界定。
在我们中国，过去对“文化遗产，!习惯统称为“传统文化”，对“物质文化遗产”多称作“文物古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或“传统习俗”等。
但是，在国际社会，近年来对这类概念已逐渐规范，为了与国际接轨，便于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在
学科界定、框架体系方面与国际社会取得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在这方面也进行了规范，明确指出“文化遗产包括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内容，都作
了严密和慎重的阐述。
这不仅对全国民众，也包括对遗产保护学界，都起到了统一认识的作用，规范了过去在这方面界限不
清或认识模糊的问题，或者说具有明确“文化遗产”学科范畴和统一学科框架体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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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遗产保护概述　　文化遗产是一项宝贵的财富，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所在的国家和
地区，都在加大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学界，就要面对这
一现实，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人类社会自迈人20世纪以来，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
空前的发展。
政治上，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在经历冷战、东西方对峙和美苏争霸之后，国际
政治格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经济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加速了经济发展和竞争的进程，各国
纷纷展开了向信息社会迈进的步伐，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席卷全人类的浪潮，尤
其是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人类的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创造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人类无论对自
然界的认识，还是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以　　及对自身存在的认识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带有两面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和生活改善
的同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又成为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例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土地上曾承载着7000年的文明见证，历史遗留的文物、古迹颇为丰
富，但这一切都在炮火中遭到毁灭性破坏，遗址被破坏，国家博物馆被抢掠，文物大量流失。
又如地区冲突带来的破坏同样令人心惊胆战，巴米扬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立佛，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
史，2001年3月12日，大佛遭到了塔利班政权的野蛮轰炸，爆炸声持续了三四天，大佛轰然倒塌，举世
闻名的优秀遗产顷刻化为乌有。
再如20世纪60～70年代，埃及在尼罗河上游修建阿斯旺水坝，水坝建成后，造成建于公元前l250年左右
的阿希·辛拜勒神庙被水淹没。
还有印度的亨比古迹群是印度维查耶那加尔帝国最后的首都遗址，但亨比新建的两座吊桥破坏了自然
环境，也威胁了该世界遗产的完整性。
伴随经济发展和大工业而来的环境恶化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破坏也让人心痛而又束手无策，如酸雨对我
国峨眉山古建筑的破坏、对南京古观象台的侵蚀、对乐山大佛裸露基岩的破坏，等等。
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
　　社会发展意味着打破旧有的模式，前进则意味着要抛弃一些旧有的传竺，然而打破什么、抛弃什
么和保护什么?这是今天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面对优秀的文化遗产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保护，更好地为今天和将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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