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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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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的保护与传承

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高校承担着普及和发展文化教育的重大社会

责任，理应在 ICH 保护与传承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问卷调查高校师生和

社会公众对待 ICH 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阐述了高校在 ICH 保护与传

承方面应当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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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是各民

族在繁衍生息过程中所形成的非文字、非实体知识文化结晶。
ICH 与人类成长相伴生共绵延，见证了人类文明历史进程[1]，是
各民族记忆深处的精神家园。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
黎举行第 32 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6 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正式成立。 

关于 ICH 的具体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ICH 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
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
形式、知识、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其涵盖内容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
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
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通知》则对 ICH 界定如下：ICH 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
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包括集中开展民众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定期展现特定事件的
时间等）。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 ICH 资源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已湮灭或
处于危机中，急需包括专家学者、政府、公众和企业等社会各阶
层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有力措施，实现 ICH 的可持续性保护与
传承。可喜的是，对于 ICH 保护与传承上，世界各国均给予越
来越大的关注，通过政府主导，已开始建立系统性的 ICH 保护
与传承[2]。当然，在具体方式上，各国之间是有差别的。日本在
1950 年成为世界上首个为文化遗产提供立法保护的国家[3]，目前
在各大学中普遍设立了文化遗产研究学科，但关于 ICH 研究尚
未成为独立学科[4]。欧洲各国普遍将 ICH 在形态上的完整性作为
保护原则。法国在 1964 年在全国范围开始 ICH 资源普查，并设
立全国性的“ICH Day”[5]。在韩国，政府为 ICH 传承者提供特殊
津贴和社会保障，并将有关传承事务纳入义务教育系统统筹管理
[6]。总体上，世界各国已普遍认识到 ICH 保护与传承之于国家和
民族文教兴衰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对于保护与传承 ICH，中国政府起步较晚，从新世纪开始积
极投入，但在信息采集整理、特色发掘、保护性恢复、研究性立
项、保障性财政投入等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7]。从 2002 年开始，
中国政府在有关文教机构如高校等设立 ICH 专职研究队伍，研
究领域覆盖 ICH 历史与现状、文明文化溯源、数据库建设等，
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收到了显著成效[8]。总体上看，我国
是 ICH 资源的超级大国，其保护与传承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发展迅速，已取得诸多成效，前景广阔，而社会各阶层的参与
度还有极大提升空间。 

文化传承是教育的主要方面[9]，高校作为全社会的文教中心，
积极参与 ICH 保护与传承更是义不容辞。将 ICH 纳入高校教学
与研究体系之中，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不仅是教育主体和客体

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而且对 ICH 的可持续性保护与
传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10]。本文在问卷调查高校师生和社会公众
对待 ICH 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阐述高校在 ICH 保护与传承方
面应当起到的作用。 

2、高校师生及社会公众对 ICH 的认知调查 
为了了解高校学生对 ICH 的认知，选取浙江省杭州市两所

普通高校开展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6
份。问卷调查显示，学生自我评判，对 ICH 非常了解的占 8.55%，
一般了解的占 30.31%，不了解的占 61.14%。所有问卷调查学生
中，对 ICH 有兴趣或强烈兴趣的占 91.97%，其中希望通过课堂
教学了解 ICH 的占 32.68%，希望通过实地旅行访问 ICH 传承人
了解 ICH 的占 24.51%，希望自主了解 ICH 的占 42.81%。 

为了了解高校教师对 ICH 的认知，选取浙江省杭州市两所
普通高校中从事人文社科类教学的教师开展了问卷调查，发放问
卷 50 份，并且全部为有效问卷。问卷调查显示，认为在高校教
学或社会实践中设置有关 ICH 专修课时非常有必要的占 38%，
有必要的占 62%，无人认为不必要。 

为了了解社会公众对 ICH 的认知，选取浙江省杭州市三个
社区开展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1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6 份。
问卷调查显示，市民自我评判，对 ICH 非常了解的占 7.14%，一
般了解的占 12.7%，不了解的占 80.16%。所有问卷调查市民中，
对 ICH 有兴趣或强烈兴趣的占 68.25%，其中希望通过公共图书
馆或讲堂形式了解 ICH 的占 29.07%，希望通过实地旅行访问 ICH
传承人了解 ICH 的占 17.44%，希望通过各种媒体或交流方式自
主了解 ICH 的占 53.49%。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高校师生还是社会公众，均对
ICH 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采取多种方式去
加深了解 ICH，这对于 ICH 保护和传承是非常有利的。 

3、高校在 ICH 保护与传承方面应当起到的作用和亟待采取
的措施 

(1) 根据问卷调查，高校中青年学生对参与 ICH 保护与传承
以及学习相关知识的表现出浓厚兴趣，而教师对于将 ICH 纳入
人文社科教育内容积极性也非常高，从而为高校积极参与 ICH
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是历史文明古国，也是 ICH 资源超级大国，但社会
公众对 ICH 的了解程度仍然偏低，向他们普及有关知识是促进
社会各阶层积极投入 ICH 保护与传承的必要举措。高校师生特
别是青年学子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在积极参与社会实
践、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宣讲 ICH 保护与传承在建设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树立文化自信中的重要性。 

(3) 教育是继承和传播文化最好的形式与载体，高校是人才
与技术的集结地，承担着普及和发展文化教育的重大社会责任，
在 ICH 保护与传承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通过面向社会
的大讲堂方式，向公众普及传播有关知识，促进社会各阶层都参
与 ICH 保护与传承；在校内开设有关 ICH 的通识课程，满足青
年学生对 ICH 相关知识的渴求；邀请 ICH 传承人来校交流，加
深学生对 ICH 的感性认识，甚至可为有关专业学生在毕业后从
事文旅领域的创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功
能，做好 ICH 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实现数字化和可视化等等。
在这些方面，许多高校已经实际行动起来，例如浙江传媒学院，
该校图书馆每学期都开设“我是高手”ICH 课堂作为全校通识选
修课，邀请了竹编、麦秆画、蓝印花布、篆刻等 ICH 项目的传
承人前来为学生上课，并努力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今
年，该校还邀请中央台著名非遗传统专项纪录片《乡土》栏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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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图书馆开设讲座，多位 ICH 传承人进校与 300 多名学生进
行交流。 

(4) 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
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有的坚定信心，“只有民族的，才
是世界的”（鲁迅《且介亭杂文集》），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 ICH 保护与传
承的重视和投入，例如，在各级政府资助的计划类项目中为 ICH
保护与传承立项资助，在各种文旅商业活动中推动投资方出资出
力加强 ICH 保护与传承，普查当地 ICH 资源，拨出专款为 ICH
传承人解除后顾之忧，等等。 

4、结语 
保护和传承 ICH 不仅对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保护人类社

会生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后工业化、
文化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关键阶段，对社会经济的高质
量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高校不仅是人才
培养大本营和科学技术创新策源地，还应当成为保护和传承 ICH
的文化重镇，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主动积极
地投入并促进全社会参与 ICH 保护和传承，为中华民族精神保
持持久旺盛生命力和伟大文化价值的积极践行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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