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宵冰Wang‐Riese Xiaobing：首先我非常荣幸参加这个国际盛会，而且参加这么高

水准的论坛小组讨论。我是来自广州中山大学，我们中山大学有一个中国现在唯一一

所专门从事非物质遗产教育部研究基地，就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我们现

在有十多位研究人员，而且除了做这个学术研究之外，还给政府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帮助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从2011年开始，我们每年做了蓝皮书，叫做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报告，我们每年也出版6期文化遗产的杂志，主要是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重点在传统戏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民俗以及政府的文化政

策研究、文化事业管理等等方面。 

    在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教授也在这里，我

是代表他，也代表我们中心想把我们最近出版的两期报告和杂志转送给世界文化遗产

中心。我们希望以后通过UNESCO这个平台多多的跟国际上的组织，以及和UNESCO开展

一些交流，希望我们以后保持紧密的联系。 

    下面我要简单谈一下，因为今天给我提出的问题，是怎么看中国现在非常集聚的

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遗产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文化遗产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就非物质文化而言谈谈。 

    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文化非常多样，但是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中国在追求现

代化的道路上曾经一度对自己古老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信心，直到最近这一二十年我

们才又重新找回了自信。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

资金和人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人们对于文化遗

产的重视或许还停留在公益性开发和利用的层面上，也就是把遗产看成是一种旅游资

源或者是招商引资的招幌，最典型的是我们听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

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文化遗产本身所蕴含的强大

力量和重要的价值，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那些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口头文学、手

工记忆、礼仪文化和文化空间等等，是建构集体认同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伦理道

德、统一价值规范的有效手段。 

    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种种价值观念，能够赋予现代人的生活与精神意

义，改变现代经济人的思维模式和经营理念，同时传统的艺术和手工记忆产品也能丰

富现代人的生活，提高我们大家的生产质量。正因为此，近年来“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的现象在中国逐渐让位给了“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这种新型发展模式，这也

说明中国经济已逐渐走出了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开始进入了更加注重文化和人文精



神的、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级阶段。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此举出很多具体的例子，但我想，我们现在身处这座美

丽的城市杭州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今天我们也听了杭州市副市长详细的介绍，我自

己也是浙江人，我的老家是在浙江西部的一座小城江山，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

带我们到省城来玩，这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少年的经历变成了对故乡美好的记忆，

让我终身难忘。 

    我非常感到幸运的是，杭州市政府在发展城市、开发旅游的时候并没有急功近利

去利用遗产，从而造成对文化的破坏，而是巧妙的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结合起来，

造成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作为浙江人，我要感谢当地的政府、有识之士和

社会精英们的远见卓识，为我们保留和经营了一个美好的故乡，而不至于像同样出身

于浙江的一个中国著名现代作家鲁迅，他曾经写过著名的一篇散文叫做《故乡》，我

们读过这篇散文的人都可以深深体会到将近一个多世纪之前，鲁迅在很多年后回到自

己故乡的时候，体会到一种失去精神家园他们那个时代人的悲凉和无奈的感觉，我们

今天很幸运的是不会有鲁迅的这种失落感。 

    我想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赋予经济发展精神意义，能够提高现代人的道德

水平和生活质量，能够给予我们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所以它是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

展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刚才您提到了，这不仅仅涉及到经济价值，还涉及到人文

价值，在保护文化遗产当中会带来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意味着我们在保护文化遗产和

经济发展方面需要达成一个平衡。所以刚才您谈到的很多东西，我们下面的观众肯定

也非常很好中国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接下来有请亚里桑德拉·康明斯，他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您也

参与过很多政府间的活动，并且后2015年的议程肯定也是涉及到各国政府的活动，您

认为从现在文化遗产定位方面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呢？您认为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推动

未来这种议程的制定和发展呢？ 

    亚里桑德拉·康明斯：首先我要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场会，确实是一个非

常有意思的问题，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有些答案不是特别明显，有些却非常明显。 

    首先，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对它们这种单纯

的分类应当结束了，有些无形的资产很多时候也和有形资产相关，所以没有有形资产



有些无形资产就没有办法存在，所以我们人为的把这些资产分为有形和无形，这需要

我们出台政策改变这一想法，我们要改变所谓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定义。过去的经验都

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遗产如果至今这样生硬分割的话可能就会很快的分割掉，所

以我们要非常重视文化遗产，我们同样也需要关于衡量文化遗产一些具体的指标。但

是这些工作并没有确定说文化遗产是真正能够推动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才是

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我们首先要承认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

总而言之，我们各个成员国必须要完善其文化遗产体系，要将有形无形资产整合到一

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通过了不同的公约，我们不应该鼓励二元分割式的定义，我

们要将两者整合到一起。如果不能够把有形和无形资产联系到一起的话，是不可能很

好保护这些无形资产的，包括国家制定政策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也不能有很好的

效果，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种例子，当然也有成功的案例。尽管如此，我们也需要制

定相关的框架，以人为本来改善这个过程，文化遗产的专家不仅仅要考虑文化因素，

不仅仅把文化当做旅游的一个元素，还要改善人们生活的体验。但除去保存现有的一

些东西，我们同样还要考虑到各地方的文化和经济的具体环境。与此同时，我们要真

正寻找并保存那些并不知名的东西，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所

以对于这种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很多时候也具有美学价值，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好的确

定这些东西真正是有价值的。在这里可能不同层面有一些冲突，我们的解决方法必须

要能够考虑到各种因素。除去人、社区之外，很多时候人和社区和专家是相对的概

念，但是每一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他们都需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对于所谓学科的划分，或者是分类，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是需要解决的。旅游行业

不在乎这些居民忽略了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旅游是对于外来者的，而不是对

于本地人的概念。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只是考虑旅游的话，可能会忽略这种无形的资

产，而只重视一些有形的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保存文化遗产的目的是要真正保存这

个东西，而不是单纯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所以保存的目的是要保存文化遗产，通

过保存遗产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刚才有人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文化涉及到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们认同感和身

份感，所以任何社区的发展都必须要保存文化的遗产，这个保存过程才使得这个社区

能够存活下去。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点东西，那就是文化遗产在纳入到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它的

争论对一些小岛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于小岛国来说，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利用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资产，这些资产我们还没有非常好的利用，尤其是在这些小岛国，在可

持续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人的作用，在2004年制定战略的时候我们已经阐述到

这一点，我们今后在这个方向上会制定更多的计划。到目前为止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

上纳入到2015年以后的发展议程上，我完全同意一位同事所说过的一段话，我们需要

来解决经济框架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利用文化遗产，在现在这个时点非常有

非常成功的模型，但是还是没有真正产生我们所需要经济方面的数据，而这些经济数

据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对于很多国家和国际机构来说，他们都非常关注这

些财务方面的数据，所以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一个努力。我完

全同意，其他人也曾经表达过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对于文化遗产来说，它的基础就是

想满足社区的要求，社区文化归属感的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及福祉等等。但

是为了把遗产纳入到2015年发展议程上，我们需要看看目前在环境和生态资源方面的

现状如何，有什么样的模型，有多少模型可以进一步集中，能够更多促进经济发展，

来利用遗产更多促进经济发展，我们是不是说有一个就够了，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模型

加以利用呢？ 

    所以要关注通过人的记忆所累计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人来说他们是通过

这些遗产传承自己所深信的价值观，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们也相信，对于物质

和非物质遗产来说，它必须被同样的重视，但有时候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我之前所介

绍的例子，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遗产到底如何能够对经

济带来什么价值，政府机构也要非常开诚布公，我们要利用这些遗产的价值，同时要

使民主参与中这个过程中来，我们应该作出承诺，对这些地方加以保护，对于这些遗

产的保护正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毫无疑问，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连接，文化发展是非常

重要的基石，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另外不可持续的文化遗产，由于规模比较

少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同时气侯变化也会给遗产带来影响，包括海平面

的上升、耕地的盐碱化、农耕的模式都会影响文化遗产。我们认为对于各种文化归属

感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而且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环境的影响正在直接的改变人

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看法、社区对于文化遗产的看法，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

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在可持续发展中加入人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加以关注遗产如何能够促进人



权的保护，也就是社区能够参与可持续发展，当然也会涉及到对人的权利进一步的保

护，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社会经济环境，对于文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

带来很多有利的环境、有利的条件、有利的机会，我们感到遗产是一种资产，而且遗

产也是创意经济的基础所在，是创意产业、创意行业的基础所在，它能够保证不断推

出新的产品和新的想法。如果我们来看看经济价值的话，我们根据目前所得到的一些

分析材料，我们可以来使用折价材料作为一个平台来进一步的促进文化产品的多元

化，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多促进这些产品进入到国际市场中去，这样的一种模型要想获

得成功的话，就必须要创建一种长期的，而且对于当地社区创造出能够加以改变的资

源。 

    在目前这个环境中，我们必须要看到对于很多全球性的文化界来说，要和当地的

文化融合，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在促进文化和非物质遗产过程中以及物质遗产过程中

要更进一步加强对文化保护的意识，所以必须要确保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在国家层

面上都要考虑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使得我们更好的对这些遗产加以保护，最终我们需

要来遗产保护的过程以及遗产化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遗产保护的过程以及遗

产化的过程，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区别，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赛维尔·格雷夫给我们做的精彩介绍，感谢你给我们介绍的这

些项目、政策、社区、人、文化资源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你所提出非常具体的建

议，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数据。 

    下面有请瑞图·瑟吉发言，瑞图是手工艺业的专家，政府对于你这个行业所做的

贡献是看的呢？政府将你们看作一种发展的资源吗？是将你们看作一种资产还是看作

一种负债呢？ 

    瑞图·瑟吉：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具有非常多的印度古代的纺织行业，在开始

之前我们必须对手工艺品加以了解。其次还需要对音乐加以了解，我们今天来到这

里，是要跟大家每个行业每个行业共同探讨一下，我们要介绍一下在印度手工艺发展

的情况，对于印度来说，我们通过手工艺的发展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来提升

印度的国立，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而在实现这个想法的过程中，能够创建出我们自

己的工业和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另外在印度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对

印度手工艺产品做过研究，他做的研究也奠定了基石，让更多其他人投身于这个行

业。 

    我们的人口是12亿，其中65%不到35岁的年轻人，70%居住在农村地区，每年加入



劳动大军数量是1200万人，政府已经作出承诺，到2020年后增加两亿个就业机会，对

于这样的就业机会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制造和服务行业的。我们要想保护文化遗产的

话，就需要通过表演艺术、手工产业以及其他的文化资源来更多确认他们在可持续发

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这些社区中，在整个印度广大的社会和社区中，传统的文

化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形式，包括音乐、手工艺等等，这些

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发掘。 

    今天主持人要求我做文化重要的一个支柱也就是手工艺产业，在过去多年中，印

度大量资金用于手工业的发展和传统手工业的保护，政府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联

合国机构、多边机构都认识到这种重要性。对于印度来说，我们现在致力于通过手工

艺的发展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每年我们都在不断增加手工艺产品的出口，每年出口量

能够增长20%以上，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这也是在全球发展过程中手工

业发展给我们印度带来的收益，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去做，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这样大的国家中，在做手工艺产品的时候，目前还有很多就业人群是处在社会的一

些边缘人群，60%是女性，在印度有很多农村人口是这些手工艺产业主要的从业者，他

们临时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印度手工艺产业中，包括一些传统的雕塑修复，尤其是在

印度这些佛教、印度宗教雕塑的修饰，对于各个不同的部落传统的手工艺专业，还有

一些特殊材料的专业，比如纸、粘土等等，每个行业都有专业的知识。我们在手工艺

方面在南亚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去挖掘，我们有基金，对我们来说这些技能的发展

帮助我们促进下一代印度人民的福祉。而且我们也看到，在目前并没有在主流教育体

系中加入任何手工艺产业相关的任何课程，但我们认为，对于任何手工艺产品来说，

目前更多是依赖于各个专业机构自己对另一代人的传承。在印度南部家庭中，他们在

从事这样的手工艺产业的工程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在主流教育体系中加入手工艺

教育内容，有很多社区成员他们都是基于传统的知识从事手工艺产业，而且他们也是

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尤其对社区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

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成功的例子，政府的项目也发挥了很多作用。 

    这是一项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积累的经验并不是特别

多，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很多现有的技能和对现有架构进一步规范，

我们需要制定政策、建立机制、设置框架，从而让传统手工艺进一步发展，从而能够

更多给我们经济带来收益，我们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来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要非

常的广泛，而不是每个行业相互之间的孤立。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手工艺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产品，还要关注流

程，我们还要将非物质遗产其他支柱之间进行紧密连接，对于印度手工艺产业发展过

程中，教科文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间组织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强调的，在我们国家这些手工艺的从业者他们非常希望能够抓住发展的

机会，这些从业者们以及这些变革的推动者们，应该成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

素，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他们的反映、他们的需求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就应该加以关

注，现在有越来越多女性加入到手工艺产业中来，还有一些很小的部落村落、农村社

区以及其它大的村落也更多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毫无疑问这个行业的发展将会产生

倍数效益，能够对其它社区产生倍数效应，它能够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这些手工艺

的男性和女性抓住了机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而且在不断伸张自己的声音，在他

们看来，他们的活动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响应，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在不断的

对自己的社区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贡献。 

    还有一点是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的变革，因为对于传统教育来说，我们刚刚在2005

年的时候才开始在学术界中设置了这样的课程，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涵盖在教育体系中

去，但是我们在很多领域有很多工作去做，因为我们缺乏工具，我们在很多领域中有

很大的依赖性，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很多从业者来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多提供教育

方面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模板，从而让很多类似的教育机构能够共同参

与到这项促进手工艺发展的努力中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给这些边际人群

赋予群体，能够促进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个领域也是仅次于农业创造第二大就业

机会的行业，我们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和新兴经济体，我们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依靠这

些资源。 

    女士们、先生们，之后希望大家给我提问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刚才提出很多的例证，接下来有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

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主任章新胜先生，他一方面是一个政治家，比如在

04年的时候也主持了相关的会议，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当中任过职，所以您

在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相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都工作过，您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接下来听听张先生在保护遗产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