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保護的断想

周　麗玲・桂 勝

　　非物質文化遺産是人類文化的塊寳。為了保護這一紛遺産，各國政府都出墓政策和措施，封非

物質文化遺産加以保護，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承人。中國政府也概莫

例外。這些措施封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承和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非遺傳承人保護制

度推行数年後，筆者認為有必要封這一制度的實行情況，加以反思和槍討，以推動宣更趨完善。

　　當今，中國正虜於文化大鞍展、大繁榮時期，中國共産黛第十七届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髄會議

指出：當今世界正慮在大議展大攣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

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難巨，増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當

代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轄攣経濟鞍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畢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

為鰹濟社會稜展的重要支撹，豊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①

　　非物質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産是人類文化的塊寳。關於非物質

文化遺産的債値，學者多有論述，中國高層領導也有充分的認識。中國総理温家賓2007年6月9日，

参観非物質文化遺産展覧時作了十分精關的閲述：“我封非物質文化遺産有三句話的理解：第一，官

是民族文化的精華；第二，官是民族智慧的象徴；第三，官是民族精神的結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

産的重大意義。

　　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形成，紹非朝夕可造就，而是経歴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積澱而成。要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産，就必須深入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千載而不絶的機制，研究宕生存嶺展的文化

生態。

　　文化的本質是人化，人是文化的載髄，也是文化的傳承者，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承人更是非

物質文化遺産得以傳承的重要保讃。可以想見，在世界文化歴史上，曽鰹産生無以計数的文化塊寳，

但是，凡是能得文化傳承人傳承者，則生存下來，文化傳承人中紹者，則必然浬滅。故民間素有“死

一個人，亡一門藝”之説。正因為如此，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中“人”的因素，是保護非物質文化

遺産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日本早在1950年就頒怖《文化財保護法》，將承載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各種表

演家、工藝美術家等，稲為“重要無形文化財持有人”，其中技藝高超者甚至被提高到“人間國寳”

的高度。《文化財保護法》還規定，“無形文化財持有人”也同時是“無形文化財傳承人”。韓國的

《文化財保護人》也同様規定，將相關技藝傳授給他人，是獲得“重要無形文化財持有者”稲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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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條件。韓國政府還設立奨學金，資助鰹過選抜後學習非物質文化遺産相關技藝的“傳授奨”學

生。

　　中國封於非物質文化遺産的關注錐然起歩較晩，但從2006年起，也開始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

的目光投向了一批有突出貢献的傳承人。2007年開始，文化部開展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

表性傳承人的認定與命名工作。2007年6月、2008年2月和2009年5月，文化部相纏公怖了第一批、第

二批和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鰹國家命名和認定的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1488名。2008年5月14日，文化部鞍怖《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

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辮法》，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標準、権利、

義務及管理作出具髄規定。該辮法的主要精神是，以非遺傳承人為中心，從各個方面封非遺傳承人

給予保護和支持。由政府為代表性傳承人提供傳習活動場所、鰹濟資助等物質條件，代表性傳承人

在接受相關資助的同時，負有義務，積極從事傳承活動。與此同時全國各省匿也陸績開展了省級

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與命名工作，在不少省、市、自治嘔己鰹建立起四級傳承

人保護髄系。

　　鷹該読民衆，尤其是致力於本土民間文化傳承的藝人、學者、受累都可稲著是傳承人。而目前

中國從國家到地方公怖的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是帯有狭義性的，實際上指的是在本土

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創造、實践、傳承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和突出貢献的民族民間文化“掌門人”。

　　中國各級政府園饒保護“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而開展的工作，択住了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的核

心内容，封於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意義重大。四年多來，這一工作成敷顯著。一些被評為非遺傳承

人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家、工藝家備受鼓舞。

　　京劇名家謂元壽得知自己入選後話註：“能i鉤獲得傳承人的殊榮我十分開心，這是國家封傳統文化

重視的髄現。我的祖父、曽祖父都根有名望，藝術也被承認，但是他椚在當時所虜的年代中没有地

位，更鳶読被評選上什磨稲號。我不是在唱高調，我真覧得，我椚這一代藝術工作者強過祖輩。”②

　　由呉魯衡創辮的安徽萬安羅盤老店風靡了幾個世紀，並立有“傳子不傳婿、傳姐不傳女”的祖

訓。但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随著鰹濟的薫條和幾位老藝人的故去，萬安羅盤風光不再。昊水森是

昊家第七代傳人，年途六旬。他纏承祖傳手藝，於1992年註冊成立了安徽省休富縣萬安昊氏嫡傳羅

鰹老店。重新打響了“萬安羅盤”的名號。但是，“萬安羅盤”御後纏無人，昊水森説：“根多年輕

人不願從事這個行當，擦我所知全國從事羅盤製作的也不到20人。”他的児子昊兆光錐然從小躁著父

親學習羅盤製作，但從没想過要把官當倣一輩子的事業。但是，國家保護非遺傳承人的政策和措施

出憂後，昊兆光的想法有了改攣。他的父親被評為萬安羅盤製作技藝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他自

己也被評為該項目的省級傳承人，諸多的榮讐譲他多了一紛責任。昊兆光読：“目前，利用傳統技藝

製作萬安羅盤的老字號只有我椚一家，如果連我椚也放棄，這門技藝可能根快就會失傳。”③

　　具有“金陵神勇張”之稲的張方林是南京勇紙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但近幾年，張方林一直

没有我到合適的傳人，來學勇紙的人根多，但一聴要當成事業來鰹管都退縮了。因為勇紙一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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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門，學起來根枯燥。即使張方林鞍現了好苗子，願意貼鐘譲他來學，可人家寧願在夢當勢打工也

不肯揮這個銭。張方林也曽鰹考慮過譲児子縫承父業，但児子張鈎大學畢業後一宜從事廣告設計，

幹得有聲有色，牧入也不錯，墜根没想過要接勇紙的班。但非遺工作受到重視後，張鉤改攣了想法，

轄而投身祖業。類似情況不在少数。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副主任呂品田説：“這充分読明，

傳承人子女封家族手藝的態度之所以改観，原因就在於社會封非遺保護的重視，他椚自身封護展祖

傳手藝的信心也越來越大了。相信有年輕人加入，會為非遺保護注入一種活力。”④

　　如上這些事例見諸於新聞報導，宕椚展示了政府封非遺傳承人保護政策出毫帯來的積極敷鷹。

　　然而，任何制度都是経過磨礪方能走向成熟，中國各級政府出憂的關於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傳

承人的認定和管理辮法同様也慮在實践過程中逐漸完善。如下事例也來自新聞報導。

　　案例一：

　　《三峡晩報》登載了一篇《師兄弟事奪“非遺”傳承人名分》的報導。文章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

楊姓與黄姓師兄弟為畢湖北宜昌鯨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名分的始末。關於其中的曲宜，外

人無法評読，但是，從雨兄弟與有關人員的叙説中，我椚可以獲現有諸如申報程式不規範、行政幹

預傳承人人選、傳承人的評選結果挫傷了藝人的積極性以致影響到非遺傳承等方面的問題値得人椚

關注。⑤

　　案例二：

　　2012年元月14日的龍虎網訊報關於《常州杭箆“非遺”傳承人陥紛畢》的報導則渉及到知識産

椹的界定問題。常州杭箆己有1600多年歴史，杭箆的生産工藝是複雑的，完成一把杭子総共需要28

道工序，這就渉及集髄創作與個人申報的問題。

　　常州杭箆傳承人陥紛事一事和宜昌夷陵匿鴉鵠嶺鯨竹紛事的具髄情況或不相同，但谷口有一貼相

似，這就是這雨個非遺項目都不是皐一人力量所能完成，正如在宜昌鯨竹紛事中，原鴉鵠嶺鎮文化

姑姑長，現宜昌市夷陵厘文化館培訓部專業教師劉長新所読：“像宜昌鯨竹這様的非遺項目，不是軍

個的民間藝人就可以嶺展和演奏的。”黄太柏和楊龍洲師兄弟“爾人都封宜昌鯨竹這個項目倣出了貢

献，否則官是不可能被申報成國家非遺項目的。”⑥但最後被認定為傳承人的只能是一人，這就必然

帯來劉紛。

　　案例三：

　　2009年，在泉城濟南長清匠大學城，建成了山東齊魯文化産業園，該産業文化園的建設目標，

是成為萱個以文化創意為根本手段，集傳統和現代、郷土和時尚、旅遊和娯樂干一身的文化産業園

匠。産業園内辟有“非遺視界”，包括非遺珍寳館、非遺旗艦店、非遺創作観摩厘、藝術公社和壼

廊五個匿域。産業園計劃，通過專門成立的創意中心，封進駐園匠的非文化遺産進行創新，在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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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産品傳統特色的前提下，賦予非遺産品新的審美趣味，在創新和摸索中解決非遺如何傳承的問

題，封全國的非遺傳承起到示範作用。但是，一些非遺項目入園後不久，即賠然退出産業園。2010

年10月27日的《山東商報》報導説：莱蕪錫離的第九代傳人王緒賢封記者談到他告別産業園的原因

読：“其實封於非物質文化遺産，相關部門封我椚的實際支持都是根有限的。”他椚如今的議展只能

完全依皐自己的錆告，錆告的途径和嶺展的道路也只能自己去尋戎，這様一來就無法集中精力参與

創作。“首先是定位有問題；其次長清那麿遠，根少會有人特意為看這些東西鉋一趙，來的人少了錆

量也就堪憂。而且即使我椚出慣低，給了産業園後商家卸責得根貴，一來一去的，退敗也就成了現

實。實在支撹不下去了，最後只能逃離。”此外，王緒賢也坦言如今願意接受這種傳承的人己鰹根少

了，更不知道還能纏績傳承到什磨地歩，“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核子是否也會像我一様去傳承。”

　　這一案例渉及到非遺傳承和市場化的問題。錐然近幾年，國家自上而下出墓了各種政策扶持、鞍

展非物質文化遺産。非遺傳承人的生活状況有了一定改善，但是，傍有不少非遺傳承人的生存状態

堪憂。捺《華商日報》報導，陳西安塞腰鼓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曹懐榮夫妻和小孫女住在一

個破敗的院子裏，房子屋頂鋪著茅草，冑戸没有破璃而是用塑膠布蓋著。曹懐榮坦吉，錐然有關

部門根關心他，但由於家庭情況不好，日子過得根難難，他現在最大的目標是多活一年是一年，“因

為多活一年，就可以多領8000元的非遺傳承人補貼，給家裏減輕貼負据。”掠2009年6月5日的《山西

青年報》報導，山西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傳承人　　　中陽勇紙藝術家王計汝在和記者

耳卯到家裏的情況時，只是重複一句簡軍的話，“活得根難。”雲南尋旬縣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

勇紙高手李紹英己是八旬老人，和猪、馬共居。記者報導説，李紹英的家，“嚴格読來，這不叫家，

只算得上一問窩棚……10分鐘後，地拾著農村常用的一個簸箕出來，裏面就是始幾十年來的勇紙作

品。因為没有巣子，姥將簸箕放到地上，甚至連地上也我不到一塊梢平整的地方，只好在簸箕裏翻

看。”雲南嵩明被稲為“龍獅之郷”舞龍傳承人李正徳錐有“舞龍大師”之稲，御是“別人鞍煙他就

損著”，“所以煙盒裏装著的都是不同牌子的煙。”“記者瞭解到，身在農村的傳承人大都生活困難：

他椚要磨皐種地為生，在忙於生計的同時，難以將技藝傳承下去；要磨皐兄女賂養，如果見女也根

貧困，在没有任何鰹濟來源的情況下，生活盧境會悪劣到城裏人無法想像的地歩。”雲南昆明市非物

質文化遺産中心主任徐剛説：“在昆明的70名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中，有90％以上生活貧困，

絶大多数生活在農村，半敷以上年事己高，這些都需要政府掌出一定的鰹費在漏足他椚基本生存的

同時，將手中的技藝傳承下去。”陳西省非遺保護中心副主任修建橋指出：“非遺保護最後肯定是封

人的保護。可是由於文化衝突等原因，大部分非遺項目依薔虎於瀕危状態，大部分非遺傳承人依曹

過得不好。這是非遺鞍展的大趨勢。”因此，這些非遺傳承人封於政府給予傳承人的経費補助寄予極

大期望，雲南昆明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中心工作人員藥玲描述的情況令人心砕：“自從今年年初在一

家媒膿看到‘國家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毎人毎年將獲得4000－－5000元生活補助和傳承鰹費’

後，他椚位於文廟的工作室就不断有傳承人來打聴這筆銭何時落實，許多傳承人甚至一坐一天，但

最後卸得不到任何消息。”《昆明日報》記者在《傳承和鱗揚面臨著挑戦：九成非遺傳承人貧病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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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感慨：“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論落到如此棲惨的地歩，究寛是誰之過？即便非物質文化遺

産傳承人能鉤如願以償領到毎人毎年4000－5000元生活補助和傳承経費，面封日益高深的物債，也

僅只能耳卯補無米之炊，毎天平均十多元鐘與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這個重大命題聯繋在一起，聴起來

是那様地不真實。”然而，就是這筆鰹費，也並非皆能用來補貼生活，陳西非遺負責人修建橋強調，

國家級傳承人毎人毎年8000元，省級傳承人毎人毎年4000元的補貼，並不是生活補貼，而是用於非

遺項目傳承的傳承補貼，傳承人遇到生活困難等問題，慮該從其他管道進行解決。⑦

　　如上情況的形成，和非遺項目的特質密切相關。一些非遺項目由於具備生産性和商品性，比如

皮影、勇紙，可以譲傳承人在傳承文化過程中獲得牧益，並改善生活，“但大部分項目，根多都是農

耕文明的産物，随著時代攣化，環境不同，和現代文化産生衝突，只能越來越邊縁化。”本案例中莱

蕪錫離與伏裏土陶“在齊魯文化産業園，看的人多，買的人少”，“一來一去的，退敗也就成了現實。

實在支撹不下去了”。即使走向了市場化、商品化，非遺專案的傳承也會受到嚴重影響，一種情況是

因為市場化的幹擾而無法進一歩提高技藝，正如莱蕪錫離第九代傳人王緒賢所読：“如果錆告的途径

和議展的道路也只能自己去尋技，這様一來就無法集中精力参與創作。”男一種情況是為了適鷹市場

需要而不得不放棄非遺項目，而改為從事更有受累的項目，山西臨縣道情戯的雨位傳承人張瑞峰和

任林林在太原市小馬村擁有自己的民管劇團，但劇團的主要演出卸不是道情，而是歌舞表演。38歳

的任林林説：“没辮法，傳承的前提是生存。”換言之，為了生存，傳承只會越來越弱化。2011年11

月19日的《綿陽晩報》報導，梓撞縣旅遊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羅昭華坦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

能進行槍救，無法從本源上解決問題。或者説，目前只能維持官不消失，還没我到更好的辮法可以

肚大。我椚能倣到延績官椚的生命力就己鰹根不容易了。”那磨，究寛封“非遺”傳承人究寛慮該如

何保護和資助，オ能解脱這様的生存困境，這無疑也是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

　　由此可見，國家和各地政府封非遺傳承人進行認定和資助只是一個開始，而更為難巨和複雑的

工作還有待完成。

　　量容置疑，當前學術界，“非遺”是一個最熱門的話題，但是，根多文章侃然停留在非遺的意

義，非遺傳承人的重要性等表層問題的討論上，這些問題其實早就成為人椚的共識，並無多大嶺揮

空間。筆者認為，當前的“非遺”研究，必須搦脱浮躁，搦脱空談，走出坐而論道，到田野中去鞍

現問題。事實上，四年多的“非遺”的保護實践産生了一系列尚未解答，或者解答尚十分模糊的問

題，其中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如何認定，誰來認定，認定程式與標準是否科學，符合非遺

實際；封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加以國家級、省市級的層級認定是否合理；如何認定群艦性擁有的

非物質文化遺産中的個膿傳承人，並得當虎理個髄傳承人的権益和集髄傳承権的關係；當政府封非

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加以支持保護，傳承人所持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是否會脱離原來所虞民俗文化

一 71一



圏的生活常態，無法成為民累共用的文化和共同性知識；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自然傳承和傳承人傳承

的關係如何協調，敦為最重要；由於大多在農村生活的非遺傳承人生活條件極為貧困，如何能通過

各級政府的補助，解除他椚的後顧之憂，使他椚能專心投入非遺的傳承？如何虜理非遺傳承和市場

化的關係，尤其封那些不能産生鰹濟敷益的非遺項目，如何採取保護政策使官椚不會随著時間的推

移而自然消亡。這些問題，都亟待學者思考並在實践中予以正視和回答。為此，有必要在國家出憂

關於非遺傳承人認定與管理辮法三年後，封這一政策和制度的實践敷果進行一次全面考察。其考察

大綱可設計如下：

　　1、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遺傳承人的傳承譜系、傳承線路、專業技能，傳承人封所傳承項

目的創新和鍍展以及被認定為傳承人的依掠。

　　2、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遺傳承人所掌握的技藝與當地文化、民俗的關係以及受累的態

度。

　　3、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過程中群髄性擁有與個艦傳承人身紛認定的關

係。

　　4、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的不同形式，而不同的“非遺”承載、傳承方

式如何確定傳承主髄。

　　5、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遺傳承人級別分層的依糠以及合理性。

　　6、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遺傳承人身扮認定的標準及其合理性。

　　7、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遺傳承人在身紛確定後的生存状態以及有關政策封非遺文化保護

的作用。

　　8、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非遺傳承人保護措施封保護傳承人的正負面致慮。

　　9、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的制度設計中，各方利益集團的利益

訴求，包括地方利益的訴求，非遺傳承人封制度的過高期待等等。

　　10、以田野調査為基礎，研究各級政府的管理機制，在關注政府的責任以及約束機制的同時，

尤其關注傳承人的自我完善機制，激鞍他椚的文化自覧和文化自信。

　　如上調研提綱的設計，目的有三：第一，在實誼的基礎上，封目前採取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

傳承人的相關政策進行敷果考察，登現其間之得失；第二，在實謹的基礎上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

傳承人的理論進行再探討，更為深入的掲示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過程中外部條件、内部環境、参與

傳承各方利益等諸要素交相作用、相互關係的規律；第三，探討符合非遺實際並更具科學性的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的路裡，為政府制定更為完善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的政策提供理論

支撹。

　　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呼籏各級政府在非遺保護上切勿“重申報輕保護，重開鞍輕管理”。這項

呼籟的進一歩深化，就慮該是以最有説服力的田野調査報告來糾正目前在非遺保護制度上存在的保

護i、管理以及理論上的敏陥，以最大限度的鞍揮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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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詳見《中國共産黛第十七届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髄會議公報》

http：／／www．thefirst．cn／2008－2－2111：11：25

詳見《中國文化報》2011－03－15

詳見《中國文化報》2011－03－15

詳見2009年5月5日的《三峡晩報》

詳見2009年5月5日的《三峡晩報》

詳見非物質遺産網

［附記］出於分析需要，文章“案例”等援引和参考了一些網姑、報刊的報導、評論在此僅表謝枕1

（周麗玲：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湖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桂　勝：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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