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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民俗生态保护臆说

陈江风，顾艳玲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断层，使当下我国民俗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工作被

扭曲或漠视，从而在认识与操作方面存在认知不全面、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

使尊重民间生活样式成为社会的基本态度，认清血缘关系、庙会节庆、村落文化等所折射出的民俗

文化机理，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管理和指导等方面的作用，从整体上推进包括民俗生态保护在内的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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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特定区域中通过采取一

系列的保护措施，修复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

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

产，并使之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

生。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没，推进文化生态保护

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

认识与操作问题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至今，国家文化部已批准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

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

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象山)、晋

中文化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今后还要

陆续批准建设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生态保护

区。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各地生态保护实验区已

制定了科学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积极推进各

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

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如何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问题

上，我们既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导，也缺乏成功的实践

经验，给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了一定

困难。比如某地区获批为生态保护区后，在建设的

过程中竞将遗留了千年的古桥拆掉而重建了一座现

代风格的桥，在一片惋惜声中，当地保护区的主管者

却满怀信心、振振有词地说：“500年后这里又将是

一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的情况和认识并不是

一种单一的现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陛。

另外，由于认识和标准模糊不清，在许多民间文

化生态保护区中，一些传统的民间信仰和习俗被看

成是封建迷信，而从国外传进的基督教作为信仰却

受到了保护。今天，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

护区的“大船”上到处飘扬着“以马内利”的基督文

化旗帜，令人匪夷所思。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认识有待统一、实践经验缺

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价

值评价与认识不足，而保护的重点和难点则是如何

进行传统民俗文化生态的完整性保护。俗话说，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所渭的“水土”，既是指自然的条

件，又是指依赖于这种自然条件而产生的文化生态，

这种生态以民间习俗、民间信仰和民间生活展现其

存在的形式——抽掉了民间信仰和民间生活样式，

所渭的“乡土文化”或“本土文化”也就不复存在，文

化生态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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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只有秉承正确的理念和方法，在实践中积极

推进工作进程，方能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整体性不受损失。为此，我们必须解决观念和

操作两个层面的问题。

二、尊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

首要问题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尊重”已

经成为这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开宗名义地写道：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

提供国际援助。该公约把“尊重”放在了关乎宗旨

的位置。另外，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

的第13条第4款中强调：“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

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1)促进建立或加强培训管

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以及通过为这种遗产提供

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这种遗产的承传；

(2)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

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3)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

用。”这里又一次强调了“尊重”的重要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反复强调的

“尊重”是一种基本的态度，它反映的是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价值的认识问题：首先要认识到它的价值，尊

重传统文化习俗，尊重并欣赏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传

统和生活方式。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民问信仰和风俗习惯，都

是居民代代相传的自由信仰和自我感悟的抒发。这

种信仰和习俗区别于西方经历了科学与人文主义洗

礼的宗教信仰。如果简单地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和现

代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

俗，它似乎是落后、过时的，因此长期以来我们批判、

否定这种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价值，寄希望于引

进外来文化，认为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并用西方文

化取而代之，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在这一思维模

式的支配下，全面肯定和借用其他民族文化就成了

我们解决传统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惯用思维模式，而

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却被简单地冠以“封建陈腐”摈

弃一旁。这种认知模式导致我国很多传统民间信仰

和生活习俗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细致的研究、甄别

和肯定，也无法以正确有效的方式给予传承和保护，

由此逐步造成了对我国民间文化价值的漠视和文化

传统的断裂。虽然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

程中，一些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已经受到了社会的

高度重视，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缺乏规范和理论

指导。

什么是真正的重视?真正的重视是视角的调

整。社会应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把鄙夷换成尊重，

把漠视换成重视，让尊重民间生活样式成为社会的

基本态度，在文化生态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尊重各民

族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不解决，“保护”就只

能是一句口号，具体操作中就难以避免叶公好龙的

现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15条强

调：“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

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

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

参与有关的管理。”社区参与、群体参与的最好办法

就是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使当地群众最大限

度地参与其中，这样才可能使之成为活态的有生命

的文化生态。同样，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文化生态

保护区的建设，我们的保护实践才更有现实意义。

三、认清民俗文化机理：保护民俗文

化的前提

今天，时代的发展和理论的相对成熟使我们进

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已经有了较好的实践

条件和理论基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魁

立先生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牧野论坛”上分析

了原生态与民俗发展变化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应

该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一成不变的所谓“原生态”不过是虚拟概念，

民俗是发展变化的，它是一种具有可共享性的、存在

于过程之中的文化，活态性是其生命特征。但万变

不离其宗，其不变的部分就是它基本特质的本真性，

我们今天继承的就是这种本真性。

刘魁立先生的论断符合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实

际。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实践中，华夏民俗的

变易性是绝对的。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

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这不仅说明移

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时也体

现了一种继承实践与发展创新的精神。从哲学上

讲，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着的客体，任何事物都不

是一成不变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变与不

变是对立的统一。民间习俗也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

改变而不断地变易着的。民俗的外在形式虽然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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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变化中，但它的内在基质却较少改变，仍然保持

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在民俗生态的保护中，要保

护的是其民俗文化的精神实质。民俗文化生态保护

的关键在于保护民族文化基本特质的相对完整性，

即其基本特质的本真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这种

本真性主要体现在血缘关系、庙会纽带、村落文化、

传统节庆等所折射出的民俗文化的机理中。

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关系是中华农耕文

明的精神基础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这种文明自

周代以来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同构的宗法

伦理制度，形成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内容和形式，

血缘伦理关系正是在这种文化系统下形成的最基本

的关系，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在

当今我国的一些民间乡社生活中，这种传统仍在发

挥着维系乡民生活和生产关系的精神纽带作用。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生态保

护工作就是要在不改变原生态文化基本特质的基础

上用适当的方式对其进行维护和建设，继承其传统，

创新其制度，以构造和谐美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

2．以庙会为载体的经济、文化(信仰、教化)一

体化是中华传统习俗的重要存在样式

庙会是指定期在寺庙附近进行聚会、祭神、娱乐

和商品交易的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民俗活动和节庆活

动，它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以及生产生活的需要

而发展、完善起来的，综合了民间信仰、商业活动、民

间习俗以及文艺娱乐等各个方面，与民众的日常生

活及文化紧密相连。如河南省浚县每年一度的正月

古庙会堪称中原原生态民俗文化的缩影。在庙会活

动中，民间文艺表演、民间艺术品展览、民间艺人的

手艺展示、传统特色小吃等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让

人们切身感受了中原传统的民俗文化。可见，庙会

是民间文化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既具有商业交易、

心理安慰、愉悦身心的重要功能，又间接地具有实施

教化的作用，是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生活样式，

在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时，应予以有效保护和

创造性地传承。

3．以村落为单位的多元文化及其组织形式是传

统农耕文明的社会基础

村落是人类最基本的群居方式，所有的地方性

乡社活动几乎都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同时它也是文

化传承与建设的桥梁。中国传统村落注重多元文化

和组织形式建设，其间蕴含着政治和文化的大智慧。

传统村落在构建形式上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不

仅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空间，而且是一个十分

重视民风教化且精神生活气氛浓郁的文化空间和精

神空间，具有多元文化功能，自我调适能力强。中国

传统村落中的祠堂、庙宇是村落建设中的精神生活

空间，庙宇外的戏台、场地等则为公共娱乐空间。在

中国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中，作为民俗生态之原

型的中国传统村落具有以祭祖敬神为纲，以岁时节

令为线，以社、行会、家族为纽带的自运行特点：看不

见政府，却能够建构起对神与圣的信仰、对国家的忠

诚、对父母的孝敬、对朋友的守信，建构起贴近实际

的生活系统和教化系统，使国家意志与百姓愿望高

度统一。这种文化实践有益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区建设工作中，应

对这种村落的多元文化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保护和发

展，使传统文化生态复活于当今和潴社会的建设中，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出贡献。

4．以传统节庆为节点的生活样态是民族特色文

化的基本呈现

节庆是我网自古以来约定俗成的一种有固定日

期的社会活动，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些节庆

在形式上可分为庆祝节庆、祭祀节庆、社交节庆等，

虽然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节庆习俗，但是在精神

内涵上都是相同的。不同的节庆营造了不同的生活

氛围，它装饰了民众的生活，形成了张弛有度的生活

及文化节奏。传统爷庆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形成过

程中的民族记忆、民族生活方式和与生产相关的生

活节奏，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化呈现形式。

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对于民间

节庆的保护。近年来，我们恢复了近代以来由于社

会变革、政治运动等种种原因而停止的部分民族节

庆的应有地位，规定了节庆日期，但其内容建设并没

有实质性进展，因此民众常有“过年没有年味”、“过

节没有节味”的感叹。在民俗生态保护的相关工作

中，这一问题应引起高度霞视。文化生态保护区中

的传统节Et建没应该既有名称又有内容，既有假期

休闲又有各类仪式和文化活动，通过节庆内容来恢

复并证明民族文化的存在。

四、政府重视：保护民俗生态的关键

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民俗生态保护这个问题

上，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给予充分的重视、实

施有效的政策，这样才能保护好民俗生态的精神实

质，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防止这项工作

流于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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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做得就非常成功。如河南省上蔡县每逢重阳节

之日，全县都要公开表彰好公婆以及尊老敬老的好

媳妇，并组织尊老敬老的文艺演出，举办大型仪式活

动，突出了以“爱”构建和谐家园的文化主题，这对

民俗生态保护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案例。对于文化

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政府重视是民俗生态保护的关

键，政府一定要下大决心，真正提高整体性的保护意

识。具体而言，在对文化生态保护区中民俗生态的

保护实践中，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设立专门管理组织。政府应设立专门管

理组织，对生态保护区中民风民俗的保护与建设工

作进行具体管理，对其日常运作给予政策保障。有

了专门的管理组织，加上政府资助、政策保障，文化

生态保护区中民俗生态的保护实践才能真正取得好

的成效。

其次，专家定期巡回指导。在文化生态保护区

民俗生态的保护实践中，除了政府的支持，专家的指

导也是极其重要的。要组织专家进行定期考察，并

就民俗生态保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给出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这样才能使此项工作建基于正确的指导思

想和操作理念。

再次，定期在实验区之间进行交流和评比，推广

成功经验。有了比较才能找出差距并逐步完善。在

不同的生态保护区中，政府和专家可以定期组织一

些大型交流和评比活动，这样不仅能使各个生态保

护区凸显出自身优势，而且能通过评比实现成功经

验的推广与共享，使每个保护区在建设中找到正确

的指导方法和思维模式，收到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

五、结语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其丰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囊括了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所有

方面，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而且文化生态系统是文

化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

构成且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

整体性的特点。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对单一、具体的民间文化事

项和传承人的保护，更要从整体层面上认识和关注

这项工作，提高整体性保护的意识，避免只关注个别

事项而忽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加强包括民俗生态

保护在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推动当今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意

义重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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