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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经济与视觉文化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由白慧颖著。
《知识经济与视觉文化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主要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觉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河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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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慧颖，1971年4月生，河南省温县人。
1992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
现任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从教20余年来。
曾获得优秀党员、文明教工、巾帼标兵等多项荣誉称号。
是学校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及教学名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
主持及参与各类课题30余项。
主编和参编教材四部。
近年来。
主要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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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三、相关概念的比较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演变历程 第二
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一、非物质性 二、主体复杂性 三、传承性 四、可塑性 五、民族性 六、地域
性 七、独特性 第三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 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的举措与工作历程 三、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
二章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一节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二、农耕
文明色彩浓厚 三、源远流长、富于原创 四、地域特征鲜明 五、博采众长、兼容并蓄 第二节河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概况 一、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 二、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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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及解决的可能
性 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相关立法中的规定 四、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路径探析 五、典
型案例引发的思考 第二节以河南为例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一、关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著作权法保护（包含邻接权）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法保护（包括地理标志与原产地
标记保护） 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第四章视觉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 第一节视觉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影响 一、视觉文化的概念及特点 二、视觉文
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影响 三、视觉媒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 第二节影视作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一、新中国拍摄的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影视作品及其影响 二
、影视作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的特点 三、目前影视作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工作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层次影视开发的建议与意见 第三节视觉媒介与河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一、视觉媒介与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概况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
河南戏曲电影 三、河南拍摄的其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素材的纪录片与影视作品 四、河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视觉媒介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视觉媒介利
用的几点建议 第五章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第一节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概述 一、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建议与意见 
三、产业化典型事例 第二节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的豫商群体 一、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兼为成功商人的典型案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能够成长为新一代豫商的原
因分析 三、传承人与成功商人的双重身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与豫商文化传承的作用与意义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豫商群体及豫商文化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及建
议 第三节河南省郑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开发 一、郑州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二、郑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开发状况 三、郑州市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的主要优势 四、郑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建设绿城绿色经济的
几点建议 六、郑州传统技艺的产业化发展 七、典型事例评析 附录1 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附录2河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附录3第三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附录4
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附录5河南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 附录6河
南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 附录7河南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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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我们提出了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立法保护，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
实施办法却不多，如何处理好地区文化、旅游业和产业化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内涵和外延仍有待于进一步界定。
在现代化建设的急速发展进程中，在开发名义下蔓延的所谓建设浪潮必须引起关注与反思。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原属地的文化生态、文化形态，被粗暴地摧毁、吞噬、侵袭的现象并不罕见
。
在各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总出现这样或那样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宗旨不相符合的情况，甚
至和已经制定的专项规划不一致。
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实验区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四点：①没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整体保护放在保护区建设的核心地位；②完全
以开发经营旅游产业为目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文化旅游热点项目推进旅游市场开发；③没
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七条“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规定，而是单纯
以盈利为目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开发；④对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
体保护缺乏热情和兴趣，热衷于“打造”保护区的文化品牌，追求品牌产业效应。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是当下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为核心，具有极大的公益性，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
和智力支撑。
但是，实验区建设的地方领导层往往出于功利性，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GDP的增长，于是就出现
了极力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成赢利赚钱的产业，以建设“保护区”的名义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开
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区”①。
好在目前已完善了实验区建设机制。
 总之，与世界其他文明发祥地的文化发展相比较，中华民族文化不仅“源远”而且“流长”，56个民
族风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更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
质文化遗产，而且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民间文化受到了社会转型的猛
烈冲击，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面临着消亡，以戏曲为例，历史上我国曾有戏曲品种394种，1949年统
计时为360种，1982年统计时为317种，而2004年我国戏剧品种仅为260种左右，短短几十年间损失了传
统剧种134种，占戏剧品种总量的35％。
再如传统舞蹈，20多年前进行舞蹈普查时列入山西、云南等19个省市《舞蹈集成》卷中的2 211个舞蹈
类遗产，目前已消失了近40％。
秦腔作为我国影响深远的梆子腔剧种，明清以来曾广为流传，如今随着老艺人的离世后继人才缺乏，
不少剧团茶园纷纷关张，即使在仅剩的少数剧团茶园里，也很难听到真正的秦腔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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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经济与视觉文化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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