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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王振顶

（周口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南 周口 ４６６００１）

［摘　要］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为媒介的口头表达及语言文字方
言艺术为纽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戏曲语言表达、语言文字习俗等。依据语言

与文化的关系、地域方言与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关系，应将其单独归为一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除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影响与表现地

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等特点，重视其保护与利用，对于保护我

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语言文

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现状，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应设立合理可行的评选标准，

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对其作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同时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树立传承人的典型形象，与现代

科技结合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广开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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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
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

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

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

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

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

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

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

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

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

类依据及必要性

　　１．归类依据
１９９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

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

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

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

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

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

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１］目前

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２００３年通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

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２］，口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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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

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

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

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

有１６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

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

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８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
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１０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
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１３类［３］，其中语

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

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

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

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

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

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

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

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

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

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

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

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４］。濒危的民族语

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

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

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

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

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

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

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

域方言。［５］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

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

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

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

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

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

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

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

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

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

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

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

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

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

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予以保护。［６］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

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

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

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

性等特征”［７］。“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

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

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

识。”［８］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

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

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

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

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

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

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

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

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

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

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

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

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

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

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

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

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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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

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

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

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

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

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

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

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２．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

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

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

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

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

语码。［９］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

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

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

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

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

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

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

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

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

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２０１２年３月，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１０４５
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９５．９％的受访者确认
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３７．１％的人表示身
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９］用方言土语

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

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

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

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

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
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

性６项一般特点［３］。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

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

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

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

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

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

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

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

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

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

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

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

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

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

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

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

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

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

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

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

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

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

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

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

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

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

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

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

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

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

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

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

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

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

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

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

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

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

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

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

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

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

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

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

贵的文化遗产。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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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

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

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

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

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

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

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

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

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

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

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

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

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

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

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

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

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

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

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

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

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

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

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

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

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

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

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

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

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

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

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

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中有１８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

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

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

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

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

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

（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

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

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

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

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

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

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

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

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

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

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
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

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

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

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

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

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

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

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

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

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

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

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

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

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

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

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

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

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

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

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

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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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

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

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

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

主体。

（１）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
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

与保证。依据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

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

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

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

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

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

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２）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
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

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

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

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

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

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

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

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

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

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

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１０］

（３）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
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

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

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

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

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

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

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

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

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

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

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

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

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

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

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

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

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

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

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

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

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

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

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

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

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

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

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

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４）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
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

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

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

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

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５）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
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

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

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

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

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

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

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

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

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

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

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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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

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

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

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

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

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

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

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代发展，去除伪科学

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

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

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

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

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９频道
于２０１２年２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
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

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

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

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

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

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

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

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

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１１］这些方式

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６）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

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２０１０年度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７９０万元［１２］，其中部

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

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７）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

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

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

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

市政府联合中东部８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
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

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

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

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

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

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

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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