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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化多元并存，民族传统文化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当前，关于传统的维护与传承正在进行一场大论战。
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化的推进对传统文化将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一旦形成
，是否意味着传统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
那就是当今的市场活动对人类社会而言规模空前，并且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以至于历史上传承
下来的传统都无法抵御市场化的潮流。
不错，当代市场的规模与完善程度确实称得上空前，但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人类的一切经济
活动总是在具体文化的规约下展开的，市场活动也不例外。
正因为是文化模塑了市场，而不是市场凌驾于文化之上，所以市场的发育与壮大可以对传统构成）中
击，但不会彻底破坏传统。
事实上，相关民族的传统一旦受到损害，稳定的市场规范就无法建立起来，最先被窒息的将是市场，
而不是各民族的传统。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许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发生急剧消亡和流变。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文化本土化的问题，关注人类自己生存的根系，关注不同族群的历
史生命记忆和独特的生存象征，关注不同族群的传统知识，关注人类文化不同的精神存在，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的存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21世纪以来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
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它主要是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包
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传统医药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
涵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国家、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
它是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创造力的高度展现，也是国家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
我国政府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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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民族学的“稀缺理论”、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教育学的“高等教育文化功能理论”
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从多学科视角运用系统论方法综合分析，从教育系统多层面、多纬度阐释了民
间非物质文化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在此基础上，为民间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构了
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大学教育体系，并为大学教育设立了一条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发展路径。
本书为非物质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充实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兼具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框架，
同时对地方经济与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建设具有学术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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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民族的文化最基础的人为信息系统与生命信息系统一样也能衍生出各种次生的信息系统来，语
言、习俗、社会组织等文化事项都是从文化演化出来的次级信息系统，这些次级信息系统节制下的人
类社会生活中物质与能量的运动与聚合是研究者可以观察到的文化事实，文化人类学的先驱正是通过
此类文化的表征去定义文化的，泰勒就是如此。
列维·施特劳斯想通过文化的表征去透视文化的本底结构，但他还没有追踪到人类的大脑，因为人脑
内各种信息运行至今还是生命科学研究的盲区。
列维·施特劳斯当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研究目标。
注意到文化的本质是各民族特有的人为信息系统，仅是我们在索绪尔“内语言”研究基础上获得的一
种感悟，从这样的感悟出发去研究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但验证这种感悟的正确性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只能留待后人去完成。
　　这里之所以强调信息系统的人为性格，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信息，自然界也有它的信息，但是这
个信息不是人造的，而是在自然的运行中产生的。
文化则是人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是人类积累的创造物，文化的内核是人特有的思维创造出来的。
　　人脑是文化的载体。
信息系统的载体是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处理输出有用信息。
当我们把信息的物质形态和传承形态的各个环节定义在文化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文化的载体问题
。
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为的信息系统，而指挥人的思维、创造智慧的是人的大脑。
因此，文化信息是以人脑为载体，去记忆、改写和思维。
显然，它不同于其他的生物信息系统。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许多人研究文化往往停留在文化的表象或文化事实上，而忽略了大脑独具的思维
功能。
所以有的人以为服饰就是文化，而不去考虑人脑的思维作用，之所以这样穿着服饰，是因为气候、习
惯、信仰等作用于大脑，然后人脑理性选择的结果。
如游牧民族多居于高原，气候多变化，因此多以皮毛为服饰原料；赫哲族用鱼皮作服饰原料，因为他
们主要以渔业经济为主，便于取材。
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就把握了文化自身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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