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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法理论探索》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民族法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由国家“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我们立足于将民族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当前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立法、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地区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实际相联系，既注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关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实际。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国内民族法学界较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项目研究。
　　国内民族法理论研究已有20余年，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也形成了一
支专业学术队伍。
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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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主要涉及如下研究方向：（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践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研究，主要内
容包括：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法制建设，民族自治地方刑事法律制度研究，民族自治地方财政
法制建设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环境资源法制研究，广西瑶族地区的自治制度研究，民族经济法律制度
研究，俄罗斯民族文化自治与人权保障，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研究；（二）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历史研
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至清代少数民族“自治”研究，近代少数民族“自治”研究，新中国成
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发展研究；（三）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少数民族
权益保障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司法保护等具体的少
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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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第一章　少数民族文化权益概述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少数民族文化权
益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令人担忧，其对少数民族乃至全人类的
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文化遗产，本节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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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民族记忆的背影”。
它包括民间传说、习俗、语言、音乐、舞蹈、礼仪、庆典、烹调以及传统医药等。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最后文本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
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
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与其历史的互动
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根据这个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口头的传统和表现方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技艺；三是社交习俗和仪式节庆事件；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五是传统手工技艺。
这是一种立足于整个世界范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适用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一般的
、普遍的分类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具体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
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技能，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
关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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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障研究》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人和
各民族能够表达并同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从法律视角来探讨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保障问题，事实上就是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和促进我国的文化多
样性，这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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