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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关系不大。这是错误的看法。文化事象“古老常新”，说的是它与各个时代和社会的生活

世界的耦合关系。今天的“过大年”，仍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不是某种古老因素的

当代“遗留”。最后，非物质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最大不同，是它与传承人的紧密关系。这里

的传承人，包括了文化的秉持者和操演者，也包括了特定社区的民众———他们以多种多样的

方式参与了该文化的传承，例如成为听众，成为仪式活动的参与者，成为与演述人互动的在

场要素等等。人创造了这些文化，又通过这些文化标定自己，也就形成某些群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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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

2011 年 2 月 25 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以法律形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此走上依法保护的历史阶

段。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对此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同时也深感

自己在今后非遗保护工作中的责任更加重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共六章四十五条，其中大多数有关保护的法律条文，既充分体现了

和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衔接，体现了我国履行该公约的责任和义务，彰显了

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立场和形象，同时又和我国多年来“非遗”保护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其

中那些颇有亮点的重要条文几乎都是我国近些年来实施保护工作的经验与成果的结晶。我

想说的话题很多，下面仅就如何贯彻实施这部法律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应该尽快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协调配合实施的有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的条文中，有许多和我国其他法规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因此，

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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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地会与这些法规的执法部门产生协调配合的往来关系，建立起相关法

律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就成为当务之急。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的保存涉及文物保护法

规和海关稽查法规；合理利用非物质遗产代表性项目搞开发，涉及国家税法及企业法规；境外

人员介入我国非物质遗产收集或调查，涉及涉外法规；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国际法；传承

人或保护单位的保护，涉及知识产权法及专利法；与少数民族或宗教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涉及民族或宗教法规；还有其他事项涉及刑事法律责任等等。需要事先建立好法律协调

机制，才能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效实施。否则，虽有法可依，但难以执行。
第二，应该尽快制订有关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细则。这部法律的许多条文只

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对纷纭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不适于简单化、一刀切地加以处

理，需要分别不同情况予以细化、量化或个别化处理。事实上，没有细则规定就无法有效实施

这部法律。就各项法律规定及早制订实施细则是当务之急。例如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活动

给予资助，已经有了法律规定的保障，但是，传承人的生存、生活条件和传承状况十分复杂多

样，甚至不少地区出现了一些代表性传承人亡故以后依然享受传承资助的情况发生，也都应

该经过调研，分门别类而细化处理，使所提供的经费资助得到有效保证。对于一些地区急需

完善名录体系，依法严格执行项目从国家级名录退出或除名处理的，对保护不力和进行破坏

性开发的项目和单位予以警告处理的，对于新老代表性传承人更替重新认定的，对无正当理

由不履行规定义务准备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对违法行为罚款的等等，都需要各类不

同的细则和办法加以处理。否则虽有法可依，但无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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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

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方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我们一直在“保护”
二字上做文章。官方和学界陆续提出了一些保护理念，如整体性保护啦，原真性或本真性保护

读“法”心解：“保存”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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