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06月11日（星期日）                                                                                                                                                                                                   23

文化为主干，也融合
了西方的相关价值理
念，包括认知、观念
与表述等，表面看是
遗产主客体间的相互
联系与涵容，内在看
则是外面世界的内部
化过程，文化因而展
现出丰富的关系、过
程与状态，文化基因
因此更加优质并展现
出旺盛生命力。

中国五千多年的
文明史留下了丰厚的
文化遗存，遗产体系
不仅是文明探源的根
据，还是基因追索的
凭借。文化遗产体系
的建构，既依赖于完
备的顶层设计，又须
滤除国际政治和权力
机制的影响，还要遵
循相应国际规则与精
神。作为文化遗产保
护公约的缔约国，既
要履约，又要展现文
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因此，在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的格局和背景

中，构建中国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是中国
依据自身遗产资源的
丰富性和形态复杂多
样性而提出的保护观
念、保护标准和现实
保护参照，由此可以
为人类文化的存续和
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文化遗产”的
学科群需尽早布局

非遗作为文化遗
产学下的分支体系，
绝非只是“确认、立
档、研究、保存、保
护、宣传、弘扬、传
承和振兴”等具体的
保 护 工 作 。 作 为 体
系，必涉及本体、价
值、形态、发展等基
本问题，以及保护的
管理、传承与利用等
实践问题，甚至还有
与物遗以及文化遗产
的 结 构 等 深 层 次 问
题。所有这些均需依
托学科建设，以获取
系统的理论指导。

2021年，“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正
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非遗
开始进入普通高校教
育序列。同年，国务
院学位主管部门同意
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开
展非遗方向人才培养
试点。中国非遗由“
保护行动”向文化遗
产学“学科建设”转
向的时机已来临，这
将触及文化遗产的教
育、学术与学科等系
列变革。人们对文化
遗产的认知是渐次推
进的，而有关物遗、
非遗直到文化遗产的
概 念 、 范 畴 以 至 体
系，最终都有赖学科
建设的系统、科学与
规范化。

围绕“文化遗产
学 ” 展 开 学 科 群 建
构，既是现实之需，
也是未来之要。文化
视域里的“文化遗产
学”牵涉甚广，其从
发轫之初就具有跨学

科色彩。跨学科的实
质是文化的交叉与接
续，而这需要针对遗
产“结构”进行全方
位的文化研究，不仅
涉及物遗、非遗以及
文化遗产本体等客体
文化，还会牵涉人作
为主体的文化。

文化遗产的学科
体系建设，建议可分
两步推进。一是围绕
文化遗产学建构学科
群。基于其与人文、
社科以及自然等的混
融交叉，按照新文科
的内涵，厘清门类边
界并重新规制学科，
精准定位以撬动文化
遗产学的学科设置。
二 是 从 遗 产 的 结 构
属性入手，整合并扩
充各类遗产的形态，
包 括 国 际 上 自 然 遗
产、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划
分，以物质、非物质
属性进行统摄，理顺
自然遗产、物质文化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业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与体育
游艺类遗产等的结构
与序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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