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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普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文化及相关系统培训教材：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是从基础理论方面系统研究非物质文化
遗产及其保护的拓荒之作，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所做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和初步的尝试。本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这一重
大课题进行了探讨，力求深入系统，供广大该方面的工作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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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澳门艺术丛书》、《人类口头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梅兰芳赴美京剧图谱》、《京剧大师程砚秋》、《中国先进文化论》等多
部，多次获*学术奖项。组织和策划过《携手筑长城——
大型赈灾义演晚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等有重要影响的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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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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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绩。短短十几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历了由以往的单项的选择
性的项目保护阶段，走上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科学保护阶段和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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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为标志的依法保护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际范围内
普遍得到重视；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近些年来我国对文化的认知，特别是历史文化
遗产的认知，更具包容性的眼光。人类文化的深厚性，是与人的整体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必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是适应
了这样一种必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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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概论》一再修订、精益求精，不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及时总结，同时也不断推进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当然，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目前整体上仍处于探索的阶段，

正如主编王文章先生在《概论》序言所说:

“这样系统的概论性著作的问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乃至文化遗产学这样一些应时而兴、急切需

要、很有前途的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尽管这种尝试和探索没有

止境，但迈出第一步，总是重要的。”我们相信，随着新版《概论》的问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光明网 《 中华读书报 》（ 2013 年07月03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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