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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

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

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冲击

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

第一，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加以承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

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现象经常可见。

　　第二，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不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相适应。由于保护工作

仍未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系统性解决。

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训等工作相对薄弱，

保护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第三，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

地区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

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第四，适合中国保护工作实际，整体性有效性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在不少地区政府

主导的有效性难以体现。

在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中，有两种倾向尤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种是建设性破坏，一

种是保护性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人们广泛参与的兴趣，由于

认识不正确，或出于良好愿望或出于经济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常常是在加强

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名义下进行，更具有危害性。现在，中国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农村展开，

对农村进行新的建设，这本身是件好事，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保存在农村地

区，如果建设不当，很容易对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拆旧村建新村，不对蕴含历史文化内

容的有形遗存加以认真保护，承载这个村庄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也就荡然无存。过去几十年

来，这一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以说，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