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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化自信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关系 
◆朱  丹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02260） 

 
摘要：为了增强文化自信，就要加强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

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而 21 世纪初开始的非遗保护，

其工作重点就是保护中国优秀非物质文化，使优秀的中国文化能够薪火

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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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在
新时期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化的

新成果。文化自信，为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
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具体而言就是，第
一，为解决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没
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为坚
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正确指
导。第三，为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本文将从文化自信对非遗保护的理论指导、政治保障，以及
非遗保护对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增强影响、扩大群众基础三个
方面进行探讨。 

一、文化自信对非遗保护的理论指导和政治保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推

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
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的体制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
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 

而在中国非遗保护的现状中，很多非遗项目代表中国文化的
优秀传统，一些作品技艺精湛，但没有市场。一方面，非遗手艺
人要静下心来，克服浮躁与急功近利，真正维护好“非遗”的原
汁原味。另一方面，企业家应该重新认知“非遗”的价值，认真
挖掘“非遗”与人们现代生活的契合点，让“非遗”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商业化，让它流转起来。因此，“非遗”手工艺可以商业
化，但手工艺人却不能商业化。企业与手艺人的结合，从某种程
度上既能保证“非遗”手艺人的纯粹匠心，又能使得“非遗”手
工艺品在市场流通，对其传承与保护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非遗对文化自信的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

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
繁衍的历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化
自信相关内容时，也提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
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
中的”。 

（一）丰富了文化自信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秀丽瑰宝，是对中华文化和

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载体和高度浓缩。种类繁多、囊括生活各方
各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有利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
加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进而丰富文化自信的内涵。种类众多、
历史悠久、极具魅力的非遗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它不仅能够直接增加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形式，而且也能丰
富、提升其内涵本质。 

以非遗中的昆曲为例，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有
“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2001 年 5 月 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
19 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中国成为首次
获此殊荣的 19 个国家之一。2004 年 4 月，由著名作家白先勇主

持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开
始在世界巡演，同时，在中国也掀起了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学习、
了解昆曲的热潮。 

（二）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 
为了解决在中国经济走出去之后，中国文化如何更好、更快

地走出去的现实问题，中国迫切需提高文化软实力，践行文化自
信，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
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
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
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他还指出：“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
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
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
示中华文化魅力。”  

而非遗，尤其是世界非遗正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
一个有力的工具。首先，在世界非遗申报过程中，中国邀请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和成员国代表来华进行参观、审核。这就向世
界直观展示了中国文化精品，对外弘扬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魅
力。其次，中国还会与周边国家共同申报，如内蒙古自治区和蒙
古国共同申报了蒙古长调民歌项目，和中亚国家共同申报丝绸之
路的世界非遗项目。第三，世界非遗举办的各种国际展览，能够
使西方世界中的广大民众有更多机会了解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 

中国的非遗走向世界的时候，不仅讲述了中国故事，也讲出
了全人类对美的共识，它不但有全人类可以接受的文化价值，同
时也有全人类可以欣赏的审美价值。中国非遗能够成为继孔子学
院、汉语课堂之后，中国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对外文化
自信的又一有力抓手。 

（三）扩大文化自信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

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
艺创造”。  

要实现文化自信，就要不断创造出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作品。而非遗一方面来源民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另一方
面又代表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非遗工作的开展，不
仅可以满足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需求，而且也能让广大人民
群众了解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增强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增强对本国的信心。 

综上所述，新时期提出的文化自信与非遗保护工作之间的关
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化自信的提出，为非遗保护的发展提
供理论指导，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更好的发展；同时，文化自信
也能够为非遗保护提供政治保障。受到良好保护的非遗能够丰富
文化自信的内涵；非遗保护工作可以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尤其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遗保护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扩大文化自信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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