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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广播和电视节目、录音录像等音像遗产是人类历史的写照，是人类社会

及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独特见证，也是理解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无与伦比的资源。音

像遗产反映着各民族的身份特性，展示着以不同传统和语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各民族

文化，并且通过发挥图像与声音即刻呈现的优势，跨越边境，冲破语言障碍，构成传

统文献和档案的必备补充。 

这种音像遗产的普遍获取至关重要。然而，音像材料虽然生动鲜活，却也脆弱

易损，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因为疏忽、破坏、厄运或者因资源、技能及适当平台的缺

乏，而不可挽回地灭失了，人类的记忆也因此受损。冲突局势下音像文献的脆弱性显

得尤为突出。它们的消失有时候会妨碍我们细致入微地了解人类社会及各个民族的历

史。我们还有大约 10 到 15 年的时间把现存的音像制品转存到数字载体上，避免其走

向灭失。为此，我们应该携手努力改变这一局面，因为对当代历史的了解和分享是至

关重要的，不仅因为它涉及到归属感和身份意识问题，也因为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

代社会各种关系与各种趋势变化。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计划就属于这样的努力，每一个列入的项目都代表

着一种源于前人所存留档案和文献的集体记忆。“为了保护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让每个人都能正确认识这些文献，以弄清它们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理解它们对

某一社会是如何意味深长，而对人类共同历史又有怎样的言说。音像遗产因此在促进

人类联合而不是分裂方面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也会有助于普遍性价值的弘扬以及宽容

与和平文化的建设。 

本着这一精神，值此世界音像日，我吁请所有会员国、音像制品的生产者和消

费者以及负责保护音像遗产的机构携起手来，保护并分享我们共同的音像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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