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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文化遗产保护史、组织建构、法律建设以及成功经验等多个角度，对意、法、英、美、日、韩
等遗产保护先进国、联合国教科文及相关国际组织近百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进行了翔实解读。
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了解国际社会在保护有形、无形及自然遗产过程中所秉持的最新理念、原则及做法
，对于指导今天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使我们不走或少走弯路，甚至实现跨越式突破，都将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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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军，女，1963年生，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硕士毕业。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民俗文化。
主要科研成果：
    论文：《从皮衣卉服到灿烂衣裳——中国传统服饰的功能》、《千里姻缘一线牵──中国传统婚俗
》、《中国传统民居研究》、《图腾的功能与图腾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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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一　文化遗产：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 
　　二　文化遗产：从内涵到外延 　　三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前前后后 　第二节　国际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　我们为什么向国际社会学习？
 　　二　我们向国际社会学习什么？
 第二章　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 　第一节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史回顾 　　一　多元文化带来的丰
厚遗产 　　二　教皇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初步尝试 　　三　建国后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定 　第
二节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组织建置与职能 　　一　中央政府的职能 　　二　地方政府的职
能 　　三　咨询机构的职能 　　四　社团组织的职能 　第三节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定 　　
一　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定 　　二　自然遗产保护法的制定 　　三　综合性法律法规的制定 　
第四节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经验 　　一　先进的保护理念 　　二　科学而有效的管理体制 　　三
　充裕的资金投入与良性的市场运作 　　四　完善的文物保护教育体制与培训体系 　　五　严格的
法律制度 　　六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倾向 第三章　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第一节　法国文化遗
产保护史回顾 　　一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发展历程 　　二　法国的文化遗产大普查   第二节　法
国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组织建置与职能 　　一　中央政府的职能 　　二　地方政府的职能 　　三　
咨询机构的职能 　　四　社团组织的职能 　　五　科研机构的职能 　第三节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法
的制定 　　一　历史建筑与古迹遗址保护法的制定 　　二　自然景观保护法的制定 　　三　地下文
物保护法的制定 　第四节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 　　一　大普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必由之路 
　　二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队伍建设 第四章　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第五章　美国的文化遗产
保护 第六章　日本的文化财保护 第七章　韩国的文化财保护 第八章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大陆
篇 第九章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台湾篇 第十章　联合国教科文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 
第十一章　经验与教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附录一　联合国教科文及相关国际组织颁布的国际公约
摘要 附录二　中国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法规及文件 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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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20年（大正九年）开始，一直到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文化财保护法》颁布，由政府指
定的名胜古迹及天然纪念物共1580处，其中部分名胜古迹都是在推土机的推铲下抢救和保护下来的。
该法“在紧急情况下，地方长官可对文物进行临时性指定”的法律条文，在抢救濒危遗产过程中发挥
了特殊作用。
.在出土文物保护法的制定方面，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曾经颁布过一部《遗失物法》。
该法规定：在无法判断失主的情况下，出土物应归国家所有。
同时向发现者支付与文物价值等同的金额。
　　而1929年颁布的《国宝保存法》则在《古社寺保存法》的基础上，针对因昭和初年经济危机与政
治格局动荡所引发的文物外流、传统建筑失修等具体问题，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以往对庙宇庙产
的保护，扩展到对所有文化遗产的保护。
《国宝保存法》公布后，很快便收到成效。
登录国宝的数量大幅攀升，文物流失的情况也得到了初步遏制。
　　《重要美术品保存法》是一部美术品保护方面的临时性法典，制定于1933年（昭和八年）。
该法进一步强调了国家对美术品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态度。
在这部法律的指导下，日本对重要美术品的认定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
宪法颁布时的1933年，被认定的美术品只有1022件，但到1950年《文化财保护法》颁布时，被认定的
数量就已达到8282件。
其中，工艺品7983件，建筑物299座。
应该说，这项法律对于防止文物流失海外，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文化财保护法》出台后，该法律被自动废止，但依据此法律条文被认定的美术品资格认证仍具法律
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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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随着20世纪末申遗热的兴起和近年来中国政府组织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文化及
自然遗产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什么是文化遗产？
为什么保护文化遗产？
怎样保护文化遗产？
国际上都有哪些惯例？
又有哪些经验与教训？
我们确实所知不多。
为此，我们编辑了一套《文化遗产学丛书》试图从学理的角度有针对性地解决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所
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时，也试图为中国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立，提出我们的理论思考。
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参与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工程的同仁提供理论上的帮助与实践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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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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