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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还在中学的时候断断续续接受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虽是零散化的，但激起了笔者无限的向往。
自1997年进入大学后，开始系统学习有关考古、博物馆的知识和理论，从那时起也更坚定了笔者从事
这方面研究的决心。
此后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以围绕文化遗产进行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围绕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另一个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研究。
正是有了这些学习和研究经历，笔者申报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史”。
　　2008年课题立项后，笔者认真组织课题组成员分工协作，进行材料搜集、梳理、分析与总结，根
据研究规划的时间安排和内容安排，认真撰写书稿的每个章节。
课题设计时分为八个章节，研究成果完全符合最初的课题设计。
在各个章节的写作上，根据材料的搜集与梳理情况有些微小的调整。
预期成果字数为18万字，实际成果为25万字，超出预期7万字。
总体来说，本研究按照课题预期研究计划进行，按期完成。
　　《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史》撰写牵扯的学科和内容比较多，既有考占，
也有博物馆，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内容是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因
此，在理解和把握某一类别文化遗产时，不能仅仅从遗产本身出发，还需从多个层次、多个维度去观
察和理解，这也是《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史》在写作过程中时常梳理和反思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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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博物馆事业第三节 浙江博物馆事业与浙江社会发展一、浙江博物馆与社区发展二、浙江博物馆与社
会文化发展三、浙江博物馆与社会经济发展第四章 浙江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一节 浙江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背景一、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二、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第二节 浙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
程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浙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文物普
查与浙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三节 浙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一、浙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二、浙
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第四节 浙江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一、浙江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现状二、
浙江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建议第五章 浙江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区）的保护第一节 浙江历史文化
名城（镇、村、街区）保护背景⋯⋯第六章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七章 浙江文化遗产保护法
制的建设第八章 文化遗产保护与浙江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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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是文物保护法制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军政府均出台了关于图书古物保护和禁止出口的法令，中央也及时出台了《保
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1950年），随后文化部、文物局等单位也陆续讨论、出台了《为禁运文物图
书出口令》（1950年）、《为保护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1950年）、《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
迹的保护管理办法》（1950年）、《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条例》（1950年）等文件，用
于指导各地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恢复和展开。
在恢复农业生产和基础建设过程中，为促进文物保护，国务院又先后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
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53年）和《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
通知》（1956年）两个通知，要求各地在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注意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
要历史文化遗产。
”由此，文物古迹保护成为国家的一项根本性规定。
1961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法律上
明确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级保护政策，实施了以命名“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文物古迹的制度。
2.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徘徊期“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国文物古迹
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了极大冲击，有些地区原有的工作基本被破坏，甚至出现倒退。
针对各地革命活动中出现的破坏文物现象，中央和国家文物局先后发出了《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
闹革命的通知》（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1967年）和《关于认真保护出土文物的通知》（1975年）等文件，同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1961年颁
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切实做好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
3.改革开放初至2005年：我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日益
重视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物古迹保护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如文物普查、文物征集、
文物古迹修缮、文物流通、文物对外交流、文物保护的人才队伍建设、文物保护的法制建设等工作有
条不紊的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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