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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灿烂光辉的宝贵财富。
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先辈们付出了无数心血智慧，如珊瑚筑礁，层层叠加，始有今日。
这是何等壮观的文化宝藏，其任何一项都足以令人穷毕生精力而难窥尽全貌。
随着人类认知标准和范围的改变，对遗产的传统定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对遗产的认定范围不断扩大。
现在普遍认为，遗产应包括自然和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或称无形遗产）等等。
物质遗产着重于物，也就是外在的自然文化景观和建筑遗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遗产，更注重
的是技能和知识的传承，一切以人为本。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
创造力。
具体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
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它植根于人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周边环境和社交
活动中，蕴涵了人们的劳动智慧、生活习俗及真情实感。
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藏着本民族或本地区传统文化最深层次的根源，它们
保留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习俗、原生态的文化形式和特有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无数人不断继承和创新的
结晶，是人们了解传统文化，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宝贵的财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因此相较于物质形式的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无形的遗产意义更为重大，但同时由于它非物质的
特性，又更加难以保留。
它的存在往往容易被忽略，而对它的破坏也难以察觉。
在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快速消失，导致很多遗产濒临灭绝，
而它们一旦完全绝迹，最终将难以挽回。
中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记录调查，整理
成书；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加强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建设；积极推进“中国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等。
2005年，我国开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摸底工作，逐步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
，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在文化部开展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中，有关专家对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相关部门推荐申报的众多项目进行了审议，评审委员会根据其价值进行了认真评
审和科学认定，最终提出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共518项。
本书根据公示名录所划分的十个门类，对这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做了详细的介绍，以期将其完整
士也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它，并加入到继承和保护我们灿烂光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来。
首章民间文学，记述了中国民间的动人传说、民间故事、民族史诗、歌谣和谜语。
民间文学靠着口口相传，糅合了一代代人的感情，是活在人们心中的典籍，是民心向背的天平。
第二章讲述民间音乐，这里有原汁原味的山歌、号子，也有古声古韵的丝竹、锣鼓。
音乐最能够传情达意，无论是哪一种音乐形式，都是人们心声的流露，一脉相承的音乐，是对民风民
情的优美诠释。
在第三章民间舞蹈中，人们在出征、狩猎、耕作、节庆时翩翩起舞。
这是各民族人民在表达着自己对生命的体悟，各式各样的舞蹈，别出心裁，将人体的美与心灵的美结
合，融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色，风情各异，震撼人心。
第四章是杂技与竞技。
杂技千灵百巧，想人所未能想，为人所不能为，予人感官莫大的刺激；而竞技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拳
脚刀剑，秋千跳板，搏克蹴鞠等等，练将起来，虎虎生威，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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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第五章传统戏剧和第六章曲艺。
中华戏剧丰富繁盛，在文化遗产中最是“声势浩大”。
中国的戏剧有着独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民间广泛流传，几乎可称传播传统文
化的第一功臣。
曲艺较之戏剧，如清粥小菜之于山珍海味，它表演形式简单，语言贴近百姓生活，素来深受人们喜爱
。
第七章为民间美术，包括巧夺天工的雕刻、剪纸、刺绣、年画等等。
美术作品是安静的美，不同地区同一种类的作品，都凝刻着自身独特的风韵，绝不雷同。
譬如剪纸，一张张普通的纸在不同的剪刀下，蜿蜒回转，纸屑纷纷，变成一幅幅似有生命的美丽图画
，却又美如春花秋月，各不相同，让人爱不释手。
又一个丰富的门类是第八章传统手工技艺。
民间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让人大饱眼福：陶瓷工艺、纺织印染、建筑技艺、银铁锻制、漆器制造、饮
食制作、文房四宝、印刷制品、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第九章为传统医药。
中医疗法、中药制法、针灸、藏族医药文化在这里对人们轻启神秘的面纱。
中国传统医药博大精深，不仅是医学奇葩，更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
最后一个部分则是民俗。
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传统节日、民族节日、祭祀盛典、地方集会、文化习俗，地方服饰、婚庆活动
等等，绚丽多彩，这里有最吸引人的民族风情，近之可亲。
中华文化灿若繁星，这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其中最耀眼的星辰。
我们孜孜以求，只为能将这星光撷取哪怕只是万千之一，奉到读者的面前。
任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一起守护住这一片星空，让它永远璀璨多姿，万古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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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灿烂光辉的宝贵财富。
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先辈们付出了无数心血智慧，如珊瑚筑礁，层层叠加，始有今日。
这是何等壮观的文化宝藏，其任何一项都足以令人穷毕生精力而难窥尽全貌。
    本书根据公示名录所划分的十个门类，对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分别做了详细的介绍，以期将其完整士也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它，并加入到继承和保护我们灿烂
光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来。
    中华文化灿若繁星，这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其中最耀眼的星辰。
我们孜孜以求，只为能将这星光撷取哪怕只是万千之一，奉到读者的面前。
任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一起守护住这一片星空，让它永远璀璨多姿，万古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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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胡庆余堂中药文化  藏医药第十章  民俗  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七夕节  中秋节  重阳节  京族哈节  
傣族泼水节  锡伯族西迁节  火把节  景颇族目瑙纵歌  黎族三月三节  鄂伦春族古伦木沓节  瑶族盘王节  
壮族蚂（虫另）节  仫佬族依饭节  毛南族肥套  羌族瓦尔俄足节  苗族鼓藏节  水族端节  布依族查白歌
节  苗族姊妹节  独龙族卡雀哇节  怒族仙女节  侗族萨玛节  仡佬毛龙节  傈僳族刀杆节  塔吉克族引水节
和播种节  土族纳顿节  都江堰放水节  雪顿节  黄帝陵祭典  炎帝陵祭典  成吉思汗祭典  祭孔大典  妈祖祭
典  太吴伏羲粲典  女娲祭典  大禹祭典  祭敖包  白族绕三灵  厂甸庙会  热贡六月会  小榄菊花会  瑶族耍
歌堂  壮族歌圩  苗族系列坡会群  那达慕  维吾尔刀郎麦西热甫  秦淮灯会  秀山花灯  全丰花灯  泰山石敢
当习俗  民间社火  鄂尔多斯婚  土族婚礼  撒拉族婚礼  马街书会  胡集书会  安国药市  壮族铜鼓习俗  楹
联习俗  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  惠安女服饰  苗族服饰  回族服饰  瑶族服饰  农历二十四节气  女书习俗  
水书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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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满族说部遗存的收藏主要有“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和“给孙乌
春乌勒本”四方面的内容。
“窝车库乌勒本”是由满族一些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代萨满的事迹，俗称“神
龛上的故事”。
典型代表有《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
“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十年来在满族姓氏中发现较多，以《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
奇》、《雪飞娘娘和包鲁嘎罕》等作品为代表，影响很大。
“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其《红罗女》等流传较广。
“给孙乌春乌勒本”则以唱为主，相关说部正在整理中。
满族说部在歌颂先民英雄事迹的过程中，向后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对已不复存在的生产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等丰富的记述，是了解和研究北方民族历史难得的珍贵线索
，弥补了我国北方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民族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研究，及至人文学和民俗
学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河面宝卷每年春节刚过，抑或夏日酷暑，正是农闲时节，每当这个时候，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一种传
统民俗活动就登场了，老人们会拿出珍藏的宝卷，在热炕头上、树阴底下，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念卷
。
宝卷是由唐代变文、宋代说经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讲唱艺术，是明清以来流行于民间的“宣卷”（又
叫念卷）的底本。
据考，宝卷由变文演化而来，最早的变文，是佛门弟子为了传扬佛法，引据经文、穿插故事，使之通
俗化，既说且唱，以吸引听众。
久之，不唱经文，可以随意选择经文中故事，经文短的便全讲，经文长的便摘取其中最热闹的一段讲
。
再往后，便是讲唱变文，不向佛典而向中国文书史传中寻找故事。
变文主要吸收学习了佛经的结构形式，而宝卷则是在继承的同时更加民族化，使之成了地道的中国讲
唱文学的一种。
河西宝卷在河西保存颇多，有据可查的有100多种，现存宝卷以明清以来的刻本和抄本居多。
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如《烙碗计宝卷》、《丁郎寻父宝卷》、《蜜蜂
记宝卷》等，这类宝卷数量很多，质量也好，是最基本的一类。
第二类来自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如《天仙配宝卷》、《劈山救母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
《何仙姑宝卷》等，这类宝卷基本上是从民间传说故事中改编，神话色彩很浓，听起来委婉有趣，感
染力很强。
第三类则记述了历史人物传奇，如《昭君和北番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包公宝卷》等。
第四类主要表述寓言和童话故事，如《=老鼠宝卷》、《鹦哥宝卷》、仪犬救主宝卷》等。
第五类记载了一些佛教活动，如《唐王游地狱宝卷》、《沉香救母宝卷》、《刘全进瓜宝卷》等。
河西宝卷的基本形式是韵散结合。
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结果等。
韵文部分主要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言句次之，还有五言句、四言句等等，句
子有一定的平仄韵律。
就二者篇幅比重看，韵文部分多于散说部分。
韵文配有曲调，其曲调有莲花落、打宫调、浪淘沙、哭五更等，可根据不同内容灵活转化。
念卷者在继承各种唱调之余，还不断吸收本地一些民歌小调，使唱调常青不老，娓娓动听。
宝卷流传最基本的方式是“宣卷”。
宣卷人在开始前要洗手漱口，点上三炷香，向西方（或佛像）跪拜，待静心后，就开始念卷。
听卷者要宁静专心，不准喧哗、不准走动。
中途念卷人休息时，才可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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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中还有几位“接佛人”。
所谓接佛人，就是等念卷人念完一段韵文或吟完一首诗后，重复吟诵最后一句的后半句，再接着念“
阿弥陀佛”。
念宝卷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习俗，在表演形式和手法上兼收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既有民间说书
说唱艺术的特征，又有戏曲和宗教诵经的痕迹。
可以说河西宝卷是民间文学的活化石，是我国民间文学的宝贵遗产，最能体现河西走廊地区的民俗特
点。
耿村民故事在河北省藁城市常安镇，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小村庄，它就是天下故事第一村——耿村。
耿村因故事而闻名于世，村中几乎人人擅讲故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派人到耿村来考察。
德国学者果南特维希在听了耿村人讲的故事后，兴奋地说：“耿村对世界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日本学者野村纯一则称耿村现象是“世界罕见的文化奇观”。
从调查情况看，耿村民间文学的蕴藏量十分惊人。
全村不过1000多人，200多户人家，却有七成以上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员”，能讲20个以上故事的更
是不乏其人。
按照国内外一些专家对民间故事家的划分方法，可以确定能讲50个以上100个以下的中型民间故事讲述
家30余人，能讲100个以上的大型民间故事讲述家20余人。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靳言明80多岁，作品最多的靳正新能讲800余个故事，为河北民间故事家之最，最小
的不过10岁。
有的一家三代都讲故事，还有许多故事夫妻、故事父子、故事兄弟，故事母女。
耿村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上起混沌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下至抗战以来的英烈传奇和改革开放后的
新人新事，历朝历代的人物传说、风俗传说、生活故事、幻想故事和令人捧腹的笑话无不可讲，内容
相当丰富！
如《耿王坟的传说》、《耿村庙会的传说》、《夺集》、《藁城宫面的传说》、《抗日英雄郭大娘》
、《小个儿打官司》等一批耿村独有的故事和一大批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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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璀璨中华(上中下)》中介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
化的表现形式，是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代表性的民间文化艺术。
它们没有物质载体，没有物质形态，它们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传说和表述中，存在于不同的艺术表演中
，存在于各种民俗、节庆、礼仪中，存在于传统工艺技能的操作实践中，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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