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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定 21 世纪初这个重要时期，选定了传统人文学科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相互结缘的契合点，展开对两者关系的解读，从而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从理论到实践，

简要地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定义、分类，直到对它的调查研究和实施保护，都是国际组织和国家政

府有政治目标的、有政策策略明确指导的工作，与民俗学的本格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

化遗产。民俗学研究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是民俗文化并不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不可能取代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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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关系：结合好了是良缘，结合不好往往

就是冤家，留下的也往往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当

下，中国民俗学漫不经心地进入了 21 世纪 8 年多了，近年又

在不经意间和一个素不相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邂逅相遇，

于是，一门传统人文学科和一桩新型文化工作由于文化的近

亲关系而结缘，很快就一见如故、两厢情愿，结成了密切的亲

缘。
有目共睹，经过将近 6 年的发展，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就已经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举世公认的热潮。值得注意的

是：这一场紧锣密鼓的日益高涨的文化热力运动，却意外地启

动了相对冷寂多年处于低温的中国民俗学；同时使几乎所有

的民俗学人都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文化热力运动的进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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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还是挑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民俗学发展

编者按：6 年前，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向处于边缘

地位的民俗学突然成为广受关注和欢迎的热门学科。民俗学人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这工作，欢呼民俗学“春

天”的到来。数年过去，我们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

是，民俗学并未获得如期的发展，其本体研究甚至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什么原因导致出现今天的局面？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使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本期笔谈，我们邀请了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俗学教研工作一线的专家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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