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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大国。如大家耳熟能详
的京剧、中医针灸、皮影戏等等。一直以来，我国都很重视非
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机构，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包括对一些珍
贵第一手文献的归档与整理。还有一些专业人员对专门资料的
研究普查等等，都是我国图书馆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所做出的贡献。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解读
本文将首先讨论文化事业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

性，然后就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事业机构应从哪些
方而入手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力求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现代文化事业机构的发展提供一
些参考。

人类的文化遗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的物质
文化遗产；一类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一九九七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
决议》中就提出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但由
于此概念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2003年十月颁布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决定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替
代它，并在公约中作了具体表述，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
各群体、团体或者是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
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
所。”按上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五个方
面：第一，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
语言；第二，表演艺术；第三，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第
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第五，传统的手工艺技
能。

我国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表
述，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
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口前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
侧重各不相同。最显著的特征有三点：其一，非物质性或无形
性。这一基本特征对于文化事业机构的工作来说是一项挑战，
为了更好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单位必须先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信息“物质化”，通过收集其所依附的载体或其成品
等来完成保存，而不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为对象。其二，
活态性或动态性。首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的
人是活的，具有能动性；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变性，
它会随着其所依附的时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三，传承性或

延续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传承价值、审美艺术价
值、科学认识价值、社会和谐价值等多方而的重要价值，因此
各级文化事业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作为重要事项来落实。

二、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具体措施
目前，我国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有了很大

进步。但是从实际角度来说，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需要
在目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与研究，以探寻出一条更广阔的
非物质遗产保护之路，并更加显示出图书馆在此领域的贡献。

(一)有针对性地搜集相关资料
关于搜集重点资料的问题上，国家有关部门早就有过具体

措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管理办法。重点包括制定出
详尽的保护规划方案，并建立起特殊的保护档案，形式可以多
种多样。实际上这样做也有利于图书馆本身，因为一家图书馆
的馆藏资源建设工作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馆藏资源
的丰富与否直接决定了这家图书馆的建设程度。随着科技的进
步和发展，馆藏资源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的手抄
本到今天的网络文献乃至缩微图本，无一不体现着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光辉。因此，图书馆对于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文献和
资料，要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坚决予以保护。既有利于本馆的馆
藏建设，又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对于一些具有地方
特色的民间艺术与传统工艺。要派出专人负责，以声像档案的
形式或者是当面去收集口述资料，或者以各种有效的方法向国
内乃至国际上获取相关历史文献。到目前为止，我国一些省份
已经专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省内各个图书馆都须建
立“遗产档案”，并向社会公示。而且做出明确规定：对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明确分级保护制度。对于专门的遗迹及附属
物，要专门设立标记，以起到提醒和保护的作用。因此，各个
图书馆应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存策略，一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历史，考古等学科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因此图书馆需要
集中材料，制定周密的保存计划；以便于更好地为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保护档案安全，加大使用力度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明确指出：为有效保护各

个成员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使其发扬光大；更好地对外界
进行展示。应当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建立诸如图书馆一类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相关机构应当想办法创造条件对各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并加以充分利用。而对于一些文字记
载不够详尽或者是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采取一定办
法，用一些影像的方式将珍贵的财富加以记录，保护实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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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增很多。如京剧、中医针灸、皮影戏等等。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问题，为了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下去，一些珍贵的民间文化得以保留，图书馆的作用就要得以体现。作为文化传播机构，
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征加以解读，进一步论述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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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中不能走入
学校的公民的教育培训，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也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上的不和谐音。[2]

(三)延伸图书馆的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桥梁作用
延伸图书馆的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的终极目标，也是公共图

书馆的必由之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以
及现代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的普及与发展，崇尚科学、追求
知识、重视技术的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自然会越来越高，而
图书馆也自然会成为社会数字化、信息化桥梁和纽带。公共图
书馆因其特有的职能，依赖于其保存的大量丰富的传统与数字
信息资源，可以开展多种形式服务活动，特别是利用丰富的文献
资源，为农村、农民，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文化信息服务，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信息公平，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四)提供平等服务，促进社会和谐 
平等服务就是指每个人都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享有平等的

社会权利。就图书馆来说，平等服务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公众
图书馆权利的体现。所谓图书馆权利，就是民众自由、平等地

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民众自由地利用图书馆，图书馆平等地对
每位民众提供服务。[3] 

图书馆要向所有人一视同仁地开放，要让每一个人都享有
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而不是只服务少数人，这才能使图书馆真
正实现平等服务理念。2008年9月30日杭州新图书馆开放，实现
全部免费，读者无需交纳任何押金即可享受各项服务。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任务。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的图书馆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与构建
和谐社会的强大粘合剂，我们相信，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
馆一定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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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传承积淀下去，以免给文化界造成重大损失。
要坚决避免技术随人走，人若离开则技艺不在的情况。在

一定条件之下，向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和社会大众逐步开放；
构建一个覆盖率广、信息量大、利用率高的平台。以便于后人
能够了解先人留下的财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们
更加方便地使用相关资料，进一步说，是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
出一定程度上的贡献。

(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做好准备
近些年来，中国与国际接轨程度越来越大。包括经济、文

化、教育等等多个领域。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领域也
出现了一些跨国争议纠纷的问题。一些国家欲把本应属于我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为己有。对于图书馆等文献机构来说，就
是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做好坚实的保障工作，这是
每一个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图书馆应
当从多个角度来寻找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证据，以便于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利申报成功，使得其能够获得国际社
会的认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

(四)积极开展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普查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普查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图书馆虽然不属于专门的研究机
构，但是对于一些专门的图书馆馆员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重
要和有意义的。他们对于一些特定的民间文化有着一定的了

解，图书馆可以对相关人员进行组织协调，让他们对相关文献
进行归档整理，记录分类等工作。从实际角度来说，这样做既
可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程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申报做好准备。又可以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素质与科
研能力。

三、结语
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部

门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向外界展示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让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图书
馆作为文化传播机构，在此领域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为专业的
文化领域研究人员和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我国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目前，我国图书馆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还需要
继续努力，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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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dded many. Such as peking opera, acupuncture, shadow play and so on. But the problem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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