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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中国人所能看到、听到和摸到的中国民俗，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代特点，但一些民俗的现代特
点已十分突出，用平常的历史眼光是不能认出的。
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现代中国人所处的世界环境改变了，跟前辈的生活环境大不一样
了，中国民俗也正在遭受千古不遇的冲击和改型，这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强国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
被人们简称之为“全球化”。
而紧随着全球化的就是“民俗化”。
民俗化，就是把民俗从生活方式转为生存资源加以反思、并进行开发、保护、利用和开展全民性教育
的运动。
它张扬人文传统，突出历史内涵、捧献民间杰作、张显民族个性、注重和谐效果、强调社会整合，提
倡交流品质，是一场捍卫人类精神家园的保卫战。
全球化和民俗化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现代日常生活的两个看点，如同西服和唐装，今天穿这个，明天穿
那个。
而在悄没声之间，唐装已吸收了西服的优点，变得更加适合于展现中国人的体型和气质，又不改其本
色，显示出民俗大国的大气与厚道。
全球化挥之不去，民俗化去而又来；越是全球化，越是民俗化，这是悖论，也是潮流。
然而，怎样才能从色彩斑斓的现代事物中认出民俗化?怎样收起人们对全球流行物的稀罕，发现中国民
俗的独一无二?怎样把其中最精彩、最活跃、最能感动世人的民俗摘将出来，找到其内在的生命要素，
进行比较、反思和发展，同时加以保护、利用和弘扬，提高追求者的理性，让中国人在拥有现代文化
的共性中张扬个性，增强对外交流的能力?怎样使民俗在被火热关注的新时代条件下，在当今世界的多
元格局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作，给中国人提精气神儿，同时也促进保护中国生态自然资源?这
些都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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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国内呼吁民俗保护的人已经不少，但将民俗从生活方式转化为生存资源和保护理论的对象，还需
要加以反思，同时需要提高民俗意识和把握民俗权利。
开展相关的大学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是现代民俗学的一部分，作者面对全球社会的巨大变迁，阐述全
球化背景下保护中国优秀民俗遗产的对象、理论和方法，附带讨论国内外前沿信息，指出中国民俗的
游刃度、通透力、青春性、表演水平和对抗现代社会紧张压力的协调能量，分析可转型民俗的内在要
素、外部类型、文化多样性和保护方案的策略等，也揭示部分民俗的老境和死因，以期提高人们关注
人文文化的整体水平，推动中国的世界“四遗产”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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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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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2004年起，中国在遭遇快速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矛盾中，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公约，也引进了联合国的相关保护工作框架，即政府、高校、市民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保护工作。
该框架在中国有几个衔接点，从外部看，很容易被视为前期工作基础：一是政府的特色化工具论，二
是高校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三是历次以抢救为口号，以群众运动为方式，所发动的广泛的搜集整理民
俗民间文学资料的运动。
自我国加入联合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在这三方面，凡是有动力的地方，都已经自己从衔
接点上开始运作，然后将之转化为现代保护工作。
但是，把这些前期工作与联合国的保护工作框架相比，也有两个缺口：一是需要引进高技术的保护，
二是以保护为前提的合理经济开发运作，而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长项，弄不好，还会与中国当下所遇到
的经济和技术冲击文化的矛盾搅在一起。
使保护工作难以为继。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现代国际社会的保护要求也不可回避，因为中国毕竟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的转
型期，世界技术开发和文化消费的规则都在改变，对中国的保护工作的影响在所难免，所以，即便是
原来有前期工作基础的单位，也要找到新思路和新方法，才能确实在保护工作中有所作为。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部发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搜集出版工程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是在全球化
和全面现代化之前，对我国长期农业社会流传和积累的民俗财富的一次大清理和大抢救，是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原创资源建设。
大批国内文化艺术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了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学术指导，使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
质量达到了当时国内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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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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