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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展现了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辉煌业绩，凝聚着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每个民族世代相承的优秀文化，具

有深刻的精神价值。其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与各民族风俗习惯、历史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民俗文化，因此，应着重对其保

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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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节日活动、传统类艺术表演、民间戏曲杂技等内容，

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表演形式，占据重要成分[1]。而在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通常运用演奏技艺、舞台表现、传统乐曲等表演手段来展现。民间大多数传统表

演通常由民间艺人自我传播来实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古老的表演模式

在当今日渐发展的娱乐文化中，成为最需要保护的部分之一[2]。因此，本文主要

通过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给出一定思

路。

一、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1）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学类研究内容广泛，论文多样，大

致可分为民间文学非遗的申报、调查研究、特征分析、史学价值与意义、民间文

学非遗的保护与发展、“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界定、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关系、

教育与建设、开发等 10个方面。（2）音乐类：音乐类非遗文化论文可大致包括

对音乐类非遗文化的保护研究、评价标准、理论与方法、价值和地位、与高等师

范教育的研究（人才培养和课程设定）等 5大方面。（3）舞蹈类：研究论文可

大致分为民间舞蹈类“非遗”的起源和特征、保护研究（方法与模式）、民间舞

蹈教学、旅游资源化的研究等 4大方面。（4）戏剧类：此方面的研究较少，论

文主要涵盖对戏剧类非遗的保护模式、现状与特征等 2方面。（5）曲艺类：此



类理论研究论文相对较少，有时会与戏剧类相结合，大致包括曲艺类的保护与传

承、遗产属性等 2方面。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观分析

音乐类“非遗”与国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情况、自然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对音乐类“非遗”的保护要具有整体观念，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又要兼顾

文化价值；做到保护传承人的同时还要兼顾表演者；要注重形式更要在意内容；

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关系。在杨民康发表的相关报告中指出，在保护音乐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要着重保护它的原生态与原形态，更要保证这种原

生态、原形态作用到文化生活方式中去。刘承华学者指出，随着当今社会发展，

传统文化渐渐发生改变，其中的音乐本体受到影响，甚至摇摇欲坠。因此，在开

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应充分考虑自然的根本性和人类的基本需

要。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传统问题

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继承与创新、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日益显

露，并逐渐趋于激烈。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统与现代化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3]。过去我们常认为传承文化就要原封不动保存，反对任何现代化改

编模式，同时也拒绝各种现代化传播途径。但经过长时间研究发现，没有创新性

的保护传承就如一潭死水，日渐萎缩，难以前进。事实说明，创新与传承之间并

不存在对立关系，创新是为更好地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注入新鲜元素才

可以融合到日益进步的现代化社会中，以昆曲为例，在我国拥有 600多年的发展

历史，完美融合了文学、舞蹈、音乐为一体的展现形式，但也难以出现持续繁荣

的景象，直到《牡丹亭》青春版本的问世，在国内掀起一阵昆曲的热浪，从人们

口中的“困曲”逐渐发展知音满天下[4]。白先勇带领艺术团体将传统的《牡丹亭》

做了大胆的调整，从衣服选择、演员挑选、戏曲修改等方面都作出较大新意。

四、音乐类非遗保护现存的问题

（1）地方政府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疏忽：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度不高，不能对其如胶片、影像带、磁带等原始



资料进行有效保存，使很多一手资料遭到破坏或丢失，并且，很少有政府设立相

关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看护和管理，研究人员更是寥寥无几，保护意识缺乏严重。

（2）脱离文化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把音乐类“非遗”从整体中框处，

看似单独保护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实际情况已经让音乐类“非遗”失去

原本的面目，破坏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一种活态的方式

展现出来的，本身需要一定的载体，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在考虑本体价值时，

更应着重注意其存在形态与文化内涵。

五、对保护音乐类“非遗”的建议

（1）加强相关部门对音乐类“非遗”的保护力度：地方机构应加强工作人

员对音乐类“非遗”的认知，运用相关措施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努力把理论知识

带到实际操作中去，使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建立完整的保护体系。同时，对于

文化传承人进行访谈，将其表演作品录像，为后人保留珍贵的一手资料。（2）

着重保护“非遗”传承人：优秀的传承人可以是一个团体，也可以是个人。前提

条件是要知晓本地区或民族的传统文化，掌握大量实物与一手资料。随着社会整

体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政府部门应对相对贫困的传承人

采取适当的资金支持或政策扶持。

六、结语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代发展相关，是人们从口头传播，经过印刷、再

到网络传播的文化产物，具有时代印记[5]。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新

型传播技术，在保护文化的同时，更要清楚保护的目的不是脱离其环境，放到相

对静止的空间，使其成为缺乏生命力的遗产文化，而是加以保护让其风俗发扬光

大，赋予生命活力，跟进时代进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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