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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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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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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站在历史与文化的总体高度，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全方位地、系统而深入地回
答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关心的问题，而且还切实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
工程提供了宏观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对于启发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其保护工作的理论问题，对于科学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将起到十分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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