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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我们国家提倡的保护方式，

它对于非遗传承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开展

生产性保护的案例，试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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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涵及其保护的重要性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各种

类型的实践、表演、知识体系、技能及其相关的工艺品、工具、实物和文化场

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群体或团体。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权威文件，这个概念是目前全世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可度较高的定义。

根据以上提到的公约，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是包括了口头传统和表

现形式、表演艺术、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以及表演艺术等多个方面。

（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创立之初就

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世代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遗产，

重要性体现在其本身以人为本的文化特性上，并且是活态的，强调的是以人为

本的经验、技艺和精神，非物质，也就说明了其本身的属性，是满足人的自然

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因而在保护的时候，更强调的是传

承，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

见》，这份《意见》的发布，充分体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



性。从 2005年开始，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大加强，很多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进程中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凝聚着先人的智慧和心血。非物质文

化遗产从文化角度来讲，作为一种经验的传承，是先人留给后代的宝贵经验。

其次作为遗产，其经历岁月之后的历久弥新，就体现着这种遗产本身的价值。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着人类精神的代代相传，对于遗产本身，是

一种保护和珍藏；对于人类来说，是经验的借鉴和精神财富的丰富。

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主要是利用现代的技术和经济作为支撑，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传承性作为核心，对其进行生产加工，将以前

的经验，以实际产品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同时具有流通性等特征，这种过程的

本质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相关的资源转化成文化产品的过程。① 

目前，非物质文化的生产性保护，在我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关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在我国有很多的例证，例如笔者所在地区的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咀香园杏仁饼制作工艺的生产和传承发展就是一

个很好的案例：咀香园杏仁饼一直采用传统的制作模式，工艺精湛且复杂，经

过浸豆、烘豆、磨粉、秘制肉馅、磨糖粉、拌料、打饼、烘焙、冷却等多道工

序，经过这些工序制作的杏仁饼入口即化、口感香酥细腻，饼身花纹清晰，广

受欢迎，后来，随着加工工艺的进步，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导致咀香园杏仁饼

的制作手艺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是，咀香园杏仁饼生产厂家坚持将其核心技

艺保留手工操作，从而保证了杏仁饼入口松化的传统美味，避免走入因为机械

化程度加深而令手工艺丢失的困境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的保护策略

王文章先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中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合理保护和产业化开发利用, 可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产业化程度, 

增强文化国力, 还可以进一步保护文化遗产当事人权益。”而实际上，近年来，



随着《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我国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也越来越重视。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其核心和本质还是基于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目前主要采取的策略有三个方面，首先在政策上给予肯定；其

次，开发旅游业等相关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过程中产生的产

品进行流通，充分体现生产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最重要的是提高人们

的文化意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了解充分，这样才能号召更多的人

加入到保护和开发的行列。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价值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

对于遗产本身的保护价值，主要是保护和传承。其次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和开发，最终是以文化

衍生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这种文化衍生品的流通，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②

三、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一）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含义

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核心的概念是在传承，任何的保护，

都是为了更好的借鉴和传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对遗产本身来

说，保护，就意味着保存了其相对意义上的完整性，但是对于人类的发展来

说，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承，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文化的传承，首先是对于其理念的传承，例如本地区的小榄刺绣项目

就是一个案例：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为手工刺绣

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刺绣都面临着被机器替代的危机，电脑绣花技术

的发展，使得其和很多手工刺绣难分伯仲。但是，作为粤绣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榄刺绣的传承人认为：电脑刺绣难以赋予刺绣作品生命力和活力，也难以表

现小榄刺绣的针法和仿真性；其次，作为艺术品，手工刺绣作品区别于生活品

的重要特征就是艺术价值，小榄刺绣针法多样、色泽明丽，有着鲜明的艺术特

性，这种艺术特性是老一辈的艺术家一针一线织就而成，电脑刺绣不能代替手

工赋予刺绣生命力，任何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必定凝结着艺术家的心血。这种



理念，不仅是小榄刺绣传承人的理念，更应该是我们对待任何文化和艺术的理

念。

其次，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重要的就是手艺的传

承，

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能形成一定的生产性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

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③本地区的省级非遗项目——黄圃腊味传统制作

技艺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是一种广东的特色腊味，也是我国的地理标志产

品。在这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按照祖辈流传的传统方法进行制作，因而

成品色香味俱全。在政府的支持下，黄圃镇很多居民或独自作坊式生产或合伙

开办工厂生产，将祖辈的手艺传承下来，目前黄圃镇的腊味生产工厂已经超过

200多家，成为了一个地区的特色经济。在建立生产性保护的同时，黄圃镇文

化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合作，每年定期通过实地参观和进校园，向学生传播黄

圃腊味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生产实践知识，收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个例

证中的生产性传承，生产性是对技艺的生产；传承，是对古老经验和动作技

巧、制作工艺的传承。这种技艺的传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具

有长远的意义。

（二）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价值

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其价值首先是文化价值，文化

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精神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主要是针对其

本身遗传下来的形式，例如制作工艺、舞蹈动作等等，这些的传承相对于物质

文化遗产来讲，更能体现人的精神和文化状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

保护，主要是将其中代表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可以流通的实际产品，这种产品对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是一种具象，在现代经济社会也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

认可，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其最终的出现方式是文化的

衍生品，现在随着精神文明程度的逐渐提升，人们对于文化衍生品的重视和喜

爱程度也在逐渐提升。④

这种文化衍生品，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例

如在很多景点的外国游客，很喜欢将我国优质的文化衍生品作为纪念物带回到

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刺绣等精美的手工艺产品，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的实践价值。其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说到底还是保护的

性质，从根本上避免了该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遗忘、被取代，使其在最大限度保

留自己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过创新得以被传承，被发展，这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 语

近年来，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

受到重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其中生产性保

护，是一种重要保护和传承方式。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于经济的发展

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为了经

济效益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越来越被利益驱使，失去了最本真

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在基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过程中应该特

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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