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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 
钟纯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有着鲜明原真性的历史记忆，是整个民族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留存的珍贵资源。因此，需结合时代发
展趋势的进行保护与传承，聚焦优秀的原始基因，着力于传统音乐文化，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能。通过理性确认保护的主要
对象，多维度剖析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体现，提出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强的具体方略。从四个方面着手与发力，一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法治化，二依托新媒体平台推广与宣传传统音乐文化及作品，三以学校教育为手段保护与发展传统音乐文化，四传统音乐
文化的动漫化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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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元和开放的文化环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逐渐

被弱化，传统的传承方式已然无法获得预期的效果。即固化和

开放性低的师徒口传心授，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创新。

自然传承模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下早已失去优越性，主要原

因是，其所依附的载体与环境在技术要素的催化下，发生巨大

的改变，继而难以在变迁的环境中持续创造价值与经济效益。

而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具体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时，需在经济动力和价值潜能挖掘两个关键维度综合思考。

以传统音乐文化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着力于传承

内需的强化，即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的经济动力，

驱动整个传承链条的优化与闭环式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

观视角切入，分析与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之路，以经济

价值提升为主，以法治手段为辅，设计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特点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

要对象 
（一）哲学内涵 

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主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

践行，主要以哲学内涵的挖掘与弘扬为主。以既定的保护对象

为核心，生成具体可行的方案与方略。即传承与保护传统音乐

文化的过程中，应能将其中蕴含的基本精神有效和深远弘扬。

保护好文化中的基本精神，且在弘扬与发展的过程中，给予人

类个体浓厚的人文关怀。利用传统音乐文化中深刻的哲学内涵，

孵化具有主体间性品格的公民，他们具有突出的民主平等意识，

在生活与工作中能够宽容理解。而仁爱高尚的国民，将成为推

动国家稳定和繁荣发展的稳定因素。 

（二）美学意蕴 

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优秀音乐作品，具有突出的美感特征，

记录与映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文化品格。而无论外显

的音乐美感，还是不易察觉与发现的思想内涵，实际上都是内

在神韵。而在对具有美学意蕴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保护的过程

中，不能流于音乐形式或音乐风格，需促使年轻一代感知与体

悟其中蕴含的思想深度。需对独特的内在神韵进行更好的保护，

不能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被现代文化消解与稀释其美学意

蕴。 

（三）本体特征 

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务必要把握住其本体特征。通过各

种手段实现保护效果和目标后，需在长期的推广与宣讲中，使

人们充分了解最能反映本质与特质的形态特征。传统音乐文化

传播与保护的过程中，应获得深层次的理解，提炼其本质特征，

有针对性的设计保护方式。如和谐与简约，是传统音乐文化的

本体特征，应对这部分内容加大保护力度，不能受到劣质文化

的干扰而复杂化。需将最纯粹和原始的东西，科学和有效的保

护与传承，否则将失去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由此也就不能

与其他音乐风格和文化进行区分，便失去保护意义与价值。 

（四）实用价值 

传统音乐文化，之所以演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本身

是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宝贵文化资源外，还因为能够净化心灵，

在心灵与灵魂上带给人极大的抚慰。从这个层面来看，传统音

乐文化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在具体设计保护方法和措施时，

应高度聚焦实用价值，通过增强与丰富养生功能，赋予传统音

乐文化更浓厚的商业性。保护住文化性与艺术性是核心，以传

统音乐文化创造经济效益和市场效益是手段，或是作为经济社

会中新的保护方式存在。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

需强化其净化思想的作用，在大众因生存与生活压力逐渐褪去

生命原色时，应利用信息化条件催化传统音乐文化的覆盖与渗

透，显著彰显其独特的养生功能。实用价值的保护，将成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以现代的保护与传承方式，对传统

音乐文化进行赋能赋魅。守护住原始底色与特质的大前提下，

需最大程度挖掘传统音乐文化的实用价值，因此增强保护的内

在经济动力，促使整个产业和领域获得多元化和高质量的发展。 

二、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

值体现 
（一）促进国家软实力提升 

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促进了内藏哲学内涵与美学意蕴

的大众化发展。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音乐作品为载体，进行哲

学思想与美学价值的传播，可在审美重塑和思想品格塑造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与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过程，实质上也

是一种保护，只是需采用规范的行为与科学方式。我国应以传

统音乐文化中心，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且在大众化发

展过程中，不断夯实我国的文化根基。以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为

手段，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的根本价值与主要缘由。 

（二）驱动文化生态演进 

人类个体的突出特性，就是在自觉意识的支配下，产生自

由的自觉活动，而在这个富有交互性的活动中，会催生出独特

的民族文化。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继

承了民族文化基因与特性。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动态的丰富着我国独特的文化生态内容，且在自我进化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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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生态演进，为此对其进行持续和有

效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传统音乐文化作为独立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动文化体系丰富与优化方面展现出强大的

助力。传统音乐文化无论是与舞蹈艺术的融合，还是深层次的

渗透到文化教育活动中，其实都是以不同形式与方式，维护着

各色文化生态样式，在一个动态和发展的文化演进活动中，驱

动多元文化生态的延续。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主题，构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的过程中，需在文化生态演进方面，获

得最大化的价值体现。 

三、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

体策略 
（一）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化 

传统音乐文化中隐含的哲学内涵与美学意蕴，以及在历史

文化的催化下形成的独特本体特征与实用价值，都是最主要和

重要的保护内容。以这些为对象，具体设计保护方式与方法时，

必须形成规范和规矩，否则会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而脱离预先设

定的轨道。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需坚定不移的走法治化道路。在依法保护观念的支配下，保护

式的开发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在既定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强化

传统音乐文化保护的内需。即在利用商业手段提升保护的经济

动力时，需同时生成先进的配套法律，且在实践中动态的优化

漏洞与短板。保护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个过程中，以知识产权法

为依据，设计资源开发与利用计划。在对保护过程进行法律监

督和监管过程中，需合理的引进公益诉讼制度，妥善处理在知

识产权方面的各种法律纠纷。尤其，基于传统音乐文化的音乐

作品，或是相关的创作理念和思想体系，在市场化运作后，逐

渐成为大热的音乐 IP 后，必须要全面加大法律保护力度。通过

全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化，能在提升保护的经济

动力时，获得规范化的发展模式，继而合理合规的保护传统音

乐文化及相关优秀作品。 

（二）依托新媒体平台推广与宣传传统音乐文化及作品 

保护与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应不断的增强认同感

与喜爱度。一方面，从传统音乐文化中提炼思想内涵与基本精

神，这些是重塑文化品格的重点。而文化自信心的培养，也是

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与目标。为此需增强大众对

传统音乐文化的喜爱度，这是深入学习其中的哲学内涵和美学

意蕴的牵引力。另一方面，以有效保护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

为目标，设计信息化的保护手段，依托新媒体平台，宣传与推

广蕴含民族精神和哲学内涵的优秀作品。以新媒体平台为媒介，

传播与发酵的所有保护对象，必须要保留传统音乐文化最本质

的内容，不能被消极文化成分所影响。尤其以新媒体平台用户

为目标的宣传活动，需紧密围绕传统音乐文化设计视频与文案，

使目标群体充分感受到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差异性。基于深刻的

文化内涵，以及具有深刻思想的音乐作品，增强受众对传统音

乐文化的认同感。 

（三）以学校教育为手段保护与发展传统音乐文化 

传统音乐文化，是有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的文化，应采用

多种保护方式获得创造性和系统化的发展。年轻群体应成为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因此需以学校教育为主要手段保护

与发展传统音乐文化。在校园与课堂，都应规范和系统的渗透

传统音乐文化，或是以传唱度较高的民歌为载体，传输相关的

民族文化和音乐创作理念。相关人员需明确，保护非物质文化

的内在机理与核心要义，即应在具有朝气和生命力的年轻群体

中进行传播，且在文化渗透与教学的过程中，推动传统音乐文

化的创造性发展，这是保护与传承的根本价值，而不应是在封

闭的文化系统或圈子内“自娱自乐”。学校教育，应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传统音乐文化需进校园、进教材、

进头脑，这样才能使年轻群体深入和系统学习与正确认知，在

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以新一代年轻人为媒介进行代代相传。 

（四）传统音乐文化的动漫化保护与传承 

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主，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应始终秉承顺势而为的原则，根据目前大众的娱乐方式与生活

模态，针对性和智慧性的运作与实践。传统音乐文化应能巧妙

的嵌入动漫产业，拓展优秀文化基因传承与传播途径。面向具

有活跃思维和新潮思想的群体，表现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

与魅力。基于开放的文化系统，考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形式和

方法。理性认知与接受传统“口授心传”传承方式的优劣势，

继而能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动漫化的保护与传承。从产业和经

济维度，延伸与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例如，挖掘

传统音乐文化的哲学内涵，并将其融入动漫美术风格设计中，

以新潮和现代的方式，表现与表达非遗。同时，传统音乐文化

中的美学意蕴，可独特的表现在动漫造型、动漫背景、角色活

动场景中，将优秀的文化成分与精神内涵进行现代化的应用。

此外，非遗音乐元素，可与动漫音乐进行巧妙和艺术化的融合。

对传统音乐及相关文化进行动漫化的表达，不仅可增强传承与

发展的内在动力，还可在新的领域进行文化增值。原本抽象的

传统音乐文化，可转化成生动与具体的“图像或角色”，这样可

对核心价值与文化意义有效的扩大。 

结语： 
优秀文化和艺术创作理念等，在新时代需获得有效宣传和

良好的传播，继而在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促进和谐文化的形

成。在开放和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增强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力，

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具有意义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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