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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

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

旅 游 业 、 工 业 化 、 农 业 区 缩 减 、 移 民 和 环 境 恶 化 的 影

响。”[1]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文化全球化虽然会带来

很多新鲜的文化思想，但同时也会导致本土文化内涵与

个性的模糊与丧失，尤其是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势必

会给弱势本土文化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从而引起民族

文化基因的改变。这是全世界范围内非遗普遍存在的问

题，并不是中国独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除了受到外来文化

的影响，也要面对原生文化的消解。以西安鼓乐为例，

作为我国迄今发现并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族古典音乐，

一直依附于庙会与宗教的民俗活动而形成和发展，庙俗

促成了西安鼓乐的传承与发展。民国年间，西安地区有

鼓乐社70余家，但随着现代强势文化的侵蚀，一座座寺

庙道观被拆除，各种民间庙会、朝山进香和斗乐比赛等

民俗活动逐渐消减，西安鼓乐也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

土壤而正走向消亡，目前西安地区鼓乐社仅存10余家。

没有了庙俗文化活动，非遗项目自然而然也就没落了。

而西安传统工艺美术类的非遗项目之所以数量多原有在

于其对文化空间载体的依赖较小，可以独立生存且灵活

性强，但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也相对薄弱。

（四）行政过度干预带来的“官俗化”问题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用“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政府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由于缺乏科学的保护理念，

对非遗的价值、运行原理和特性等认识不足，时有出现

政府不断介入或者改造文化遗产的现象。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件及公约》时，早

已意识到了因政府过度参与而有可能导致的非物质文化

遗 产 “ 官 俗 化 ” 问 题 ， 并 对 各 级 政 府 行 为 设 了 严 格 限

定。要求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保护工作主要是做好项目遴

选、政策制定、机构建设，以及非遗的研究、管理、宣

传、弘扬等专业能力的培养等，而不是取代传承人，亲

自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3]

民间文化自有其传承规律，如果过多的人为干预，

特 别 是 来 自 政 府 、 学 术 界 、 商 界 等 外 来 力 量 的 过 度 干

预，会使鲜活热闹的民俗变成僵硬固化的官俗。随着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热 的 兴 起 ， 地 方 政 府 经 常 采 取 “ 文 化 搭

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对文化遗产进行景区、舞台等

商业开发，尽管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可能会使非

遗文化得以恢复，但这种脱离了非遗原生土壤丧失文化

基因的发展，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本质性

伤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符号化”，这样就背离

了我们非遗保护的初衷，使非遗传承走向误区。比如依

托秦腔元素打造的易俗社文化街区，其发展如果忽略了

戏曲类非遗的传承规律和价值所在，那么它只能是空洞

的秦腔符号，而不会真正地融入生活，改变人们的精神

世界。

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

保护传承的当代实践路径

（一）从政策和学理层面为非遗文化基因的保护传

承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障

作为地方政府，西安的非遗保护工作应积极遵循和

贯彻落实国家的非遗政策法规，并按照国家政策及实践

导向规范和指导地方非遗保护工作，改变西安非遗传承

与发展的“无序”状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深层

的文化认同，在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凸显非

遗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力量”，增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在地方社会发展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断推

进非遗扎根民间传承和发展，从源头保护好传统节日、

传统仪式、民间文学以及表演艺术等最适宜文化基因传

承的生存土壤。

学术界则需要从学理层面为非遗文化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近年来学术界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

即 在 非 遗 学 框 架 下 ， 将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划 分 为 民 间 文

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节

日、传统仪式以及传统农业生产知识等七个大类。非遗

“七分法”的提出，在理论层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提

供新的学理支持而且也更科学合理；在实践层面，更容

易厘清非遗的层级关系，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

的整体传承。

（二）加强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涵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

当下传统复兴现象背后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需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实践的重要形式，西安乡村

社会依然还有红白事、满月、过寿等礼仪，锣鼓、秧歌

等社火表演，以及周至庙会、终南山故事传说、秦腔戏

曲等传统礼俗活动，但如何凸显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内

涵，重塑非遗认同、文化认同，是当下非遗保护传承急

需解决的问题。答案或许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日

常生活礼俗实践展现的多样性得到传承和维系，人文精

神和道德内涵、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地方文化精神内

涵亦随之得到维护。因此，需要加强日常生活的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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