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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国文明的传承通常需要通过以下三条渠道完成，分别是：典籍传承、实物（文物）传承和活态传

承。在传统社会中，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典籍传承与实物传承，而很少会注意到活态传承。事实上，当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内容、形式、工艺过于复杂，用典籍与实物已无法传承时，民间社会更

喜欢采用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等方式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传承人也凭借着他们的“活态传承”，为中华文明

的延续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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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文明及其活态传承者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

文化未曾断流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取决于它所

传内容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是取决于它所传

渠道的多样性。

中华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通过典籍、实物

（文物）以及活态传承三种方式来进行的。所谓

“典籍传承”，是指通过历史上撰写并留存至今

的文献典籍将人类文明记录或传承下来的一种

文化传承方式；所谓“实物传承”，是指通过保存

至今的文物将人类文明记录或传承下来的一种

文化传承方式；所谓“活态传承”，则是指通过师

徒代代相授、口耳相传这种“活态传承”方式将

人类文明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传

承方式。

在这三种传承方式中，通过典籍来传承一

国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华文明

的一大优势。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有着超过

3000年的文字发明史，历史上史官、文人书写的

诸多典籍，为典籍传承提供了方便。但典籍传

承有它明显的短板——在官方治史传统的影响

下，中国的绝大多数典籍，记载的都是官方史或

代表官方主流意识的文人创作，而浩如烟海的

民间文化反倒鲜有提及。譬如经部中的《尚书》

《周礼》《仪礼》《礼记》《周易》《论语》《孟子》等，

代表的是中国儒家经典，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儒家经典，却很难看到普罗大众的思想精华；史

部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新唐书》《旧

唐书》《宋史》等，代表的是中国官方历史，在这

里我们可以看到帝王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

史，却很难看到与民间文化息息相关的纺织史、

陶瓷史、刺绣史、农耕史、戏曲史、曲艺史；子部

中的诸子百家及其学说，代表的是中国士大夫

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诸子百家的智慧沉

积，却很难看到普通大众智慧的火花；集部中的

诗文总集以及各种专集，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

诗词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文

人著述，却很难看到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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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民间音乐等民间文化。总之，在中国典籍

中，无论是经、史，还是子、集，它们记载的都是

官方的历史和历朝历代的文人创作，而对民间

文化，特别是与民间文化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学、

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

节日和传统仪式等这些被称之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东西，鲜有关注。所以，要想通过文人

撰写的典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代传承下

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实物（文物）来传承一国文明，是人类

传承自身文明中的一次历史性跨越，这次跨越

是伴随着考古学出现在国人视野中而实现的。

1926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对山西夏县西

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

学的诞生。考古学的进入为中国人认识自身历

史、重现人类文明，开启了第二条渠道，打开了

第二扇窗口。考古学成果告诉人们，通过古人

制作或使用过的器物、生活过的遗址，同样可以

帮助我们认识历史上祖先创造的灿烂辉煌的人

类自身文明。但用考古学成果来认识人类自身

文明同样存在着自己的短板：短板之一是存量

有限的文物限制了我们认识人类自身文明的视

野；短板之二是由考古恢复出来的人类自身文

明具有一定的表面性，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深度与广度。譬如考古

可以让我们看到实物的本身，却很难让我们由

此推测出该器物的制作工艺及其原有流程，这

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该器物工艺的理

解与传承。

总之，要想通过典籍与实物（文物）来传承

一国文明，特别是传承那些技术含量更高、工艺

流程更复杂、内容更烦琐的人类文明，事实上是

很难的。

那么，历史上每遇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先人

又是如何解决的呢？现实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更

喜欢采取一种更为简单也更为有效的方式——

通过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实现这类高

难度文明的传承。我们把这种靠师傅带徒弟、

手把手教授的传承方式简称为“活态传承”。在

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凡是通过典籍或实物无

法传承的部分，基本上都是通过传承人口传心

授的方式实现代际传承的。所以我们说，传承

人的“活态传承”，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一种重要

而独特的手段与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

二、中华文明活态传承的主要领域

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典籍传承、实物传

承和活态传承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各不相同

的。与典籍传承侧重一国精英文化的传承不

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活态传承主要体

现在对民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

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仪式和传统节日等六个

方面民间文化的传承。

（一）传承人在民间文学活态传承方面所作

的贡献

民间文学是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社会的、

足以反映民间情感与审美情趣的口头文学作

品。传承人所传民间文学的价值是多方面

的：

民间文学是民间社会的文学。它有着独特

的讲述内容与讲述形式，在娱乐民众、教化民众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文学也是解释地方文化的重要手段。

对于当地山川地势、风土人情、自然风物、社会

风俗的解读是它的基本功能，也是我们了解地

方文化、民间解读的重要窗口。

民间文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没有官

方正史的民族或地区，民间文学常被视为本民

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这些民族或

地区历史的重要史料。

民间文学还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已经出版的典籍不同，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

是指活在民间的、以口头形式传承至今的文学，

即或在今天，它们也仍以劳动歌、仪式歌、时政

歌、情歌、儿歌等形式参与当地生活，并在参与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民间文学之所以被称之为“民间文学”，是

因为它生在民间，长在民间，活在民间，是研究

民间情感、民间意志、民间智慧和民间审美的重

要资料。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尽管在代表精英文

化的经史子集中也偶有记载，但真正的数目庞

大的民间文学作品，主要还是通过民间故事家、

非遗传承人：中华文明的另类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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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歌手、民间艺人在生活或仪式中传承，这也

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中华文明所作

出的独特贡献。

（二）传承人在传统表演艺术活态传承方面

所作的贡献

传统表演艺术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

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通过唱腔、动作、台词等

表现形式来展现演出者内心世界的传统演出活

动。它既包括曲艺、戏曲等传统舞台表演艺术，

也包括歌舞、传统体育竞技等传统广场表演艺

术，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中国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审美的重要渠道，

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

和社会价值。

传统表演艺术是人类最美语言、最美唱腔、

最美肢体语言的集大成者。但是，这一重要遗

产在精英文化中并没有得到系统、全面而有效

的传承，反之，它的传承主要是通过中国历朝历

代的表演艺术家们完成的，这也是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独特贡

献。

在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同时也是人们认识

自身历史的重要渠道。在许多民族地区，无论

是满族的说部、白族的大本曲，还是藏族、蒙古

族、柯尔克孜族的三大史诗，都与本民族的历史

息息相关，是我们了解该民族历史的重要窗口

和途径。

在文字相对发达的汉民族地区，尽管有汗

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但作为普通民众，他们对历

史背景的了解、对历史事件的了解、对历史人物

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传统表演艺术完成的。

譬如，普通百姓对唐代历史的了解并不是通过

《新唐书》《旧唐书》完成的，而是通过《贵妃醉

酒》《打金枝》这些传统剧目来完成的；对宋代历

史的了解并不是通过《宋史》完成的，而是通过

《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探阴山》这些传统剧

目来完成的。而这显然与传统社会识字率不高

的现实有关。

（三）传承人在传统工艺美术活态传承方面

所作的贡献

传统工艺美术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

活态的形式流传至今的、能够充分反映一个民

族独特智慧、独特审美与最高工艺水平的传统

手工技艺。

传统工艺美术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的

专业性。这类遗产的传承主要是通过专业的艺

人或匠人来完成的。二是它集实用和审美于一

身。可以说，作为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的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尽管通过典籍①、考古实物②可以

传承，也都有传承，但难度甚大。绝大部分难度

最大者，仍需通过艺人或匠人们的活态传承来

完成，这也是传承人在传承中华文明的过程中

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四）传承人在传统工艺技术活态传承方面

所作的贡献

传统工艺技术主要包括传统生产技术与传

统生活技术两部分。前者包括农业生产、牧业

生产、渔猎生产等传统生产知识与技能，后者包

括衣、食、住、行等与传统生活有关的生活知识

与技能，譬如服饰方面的织、印、绣、染技能；饮

食方面的烹调、腌制、酿造技能；建筑方面的勘

舆、选材、选址、温控、营造技能；交通方面的舟

车制作、路桥建造等技能。说得更宽泛些，只要

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而又很难纳入其他范畴的

传统文化事项——如酱油酿造技术、陈醋酿造

技术以及与中医药有关的正骨、针灸、推拿技

术，中草药炮制技术等，均可纳入传统工艺技术

类遗产范畴。

在中国历史上，与传统工艺技术有关的典

籍并不少。如农业生产方面有氾胜之的《氾胜

之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徐光启的《农政全

书》；茶艺方面有陆羽的《茶经》、朱权的《茶谱》、

顾元庆的《茶谱》；医学方面有张仲景的《伤寒杂

病论》、孙思邈的《千金方》、王叔和的《脉经》、陶

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但文字记载往往过于简约，很多细节很难通过

文本说清楚、讲明白。考古出土的文物和民间

收藏的传世器物，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上的一些传统工艺，但它所能呈现给我们的多

半是器物本身，而很难通过器物，对其本身的制

作技术进行百分之百的复原。相反，活在民间

的传统手工技艺，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技术

细节，更具体的工艺流程。毕竟一国文明的传

承需要更多的细节来支撑，如果没有千千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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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传承人的活态传承，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手工

技艺无论如何不会保存至今。这也是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份独特

贡献。

（五）传承人在传统仪式活态传承方面所作

的贡献

传统仪式是指那些专门为确认或强化某种

关系而在特定场合所举行的认证活动或纪念活

动。传统仪式种类多样，但从动机看，不外乎是

围绕着解决人与人之关系和人与自然之关系展

开的。由此我们可以将传统仪式分为两个大

类：一类是为解决人与人之关系而产生的仪式；

一类是为解决人与自然之关系而产生的仪式。

为解决人与人之关系而产生的仪式，主要

包括祖先神祭祀仪式、英雄神祭祀仪式、行业祖

先神祭祀仪式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生礼仪等；为

解决人与自然之关系而产生的仪式，主要包括

祭山仪式，祭水仪式、祭祀五谷神仪式等。

在中国，除官祭外，其他仪式在典籍中少有

记载。而文物除作为祭祀地点的庙宇外，其他

实物也很难保留下来，这种种不足给我们认

识、利用这类遗产带来不少麻烦。老实说，以

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可以作为人类

文明活化石的传统祭祀活动并不多，这主要与

意识形态方面的误解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

在某些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传统仪

式保存得相当完整。通过这些传统祭祀活动，

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更多的地方祭祀传统，同时

还可以让这些传统仪式在调节人与人之关系、

人与自然之关系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而这一点

是典籍与文物所无法完成的，这也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为中华文明的活态传承作出的独

特贡献。

（六）传承人在传统节日活态传承方面所作

的贡献

传统节日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

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科学价值的

传统节庆活动。

一年有 365天，但在传承一国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天都同等重要。

在这 365天中，总有那么几天，在传承本民族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

这几天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是民众的共有遗产，在官方文献

及文人作品中尽管不乏涉猎③，但像《荆楚岁时

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这样用专章专门

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的典籍并不多。文物方面，

与传统节日有关的文物亦非常有限。所以，要

想通过典籍、文物来传承一国节日文化几乎是

不可能的。但与典籍、文物相比，中国传统节日

在民间的活态传承尚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

或地域偏远地区，许多传统节日都被原汁原味

地保存了下来，并在融洽人际关系、整合社会秩

序、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传统节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许

多文明的传承，都是在这样的传统节日里完成

的。事实证明，只要保护好传统节日，一个民族

最优秀的饮食制作技术、服饰制作技术、装饰装

潢技术以及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就传承下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保护好传统节日，中华民族

凭借传统节日传承下来的那些传统美德也就传

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以活态形式传承的传

统节日，不仅可以拉动“假日经济”，缓解身心疲

劳，传承人类文明，同时还可以增进我们的家族

认同、民族认同直至文化认同。传统节日可以

让我们用一种更为随和更为亲和的方式，去处

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我们

的人民更加幸福，民族更加团结，社会更加安

定，环境更加美好。没有活态传承，这一切都是

万万不能的。

三、传承人活态传承的两个特点

与典籍传承、实物传承相比，传承人在中华

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内容上，传承人更注重民间文化的

传承

中华文化大抵可分为“精英文化”与“民间

文化”两部分。所谓“精英文化”主要是指由知

识分子、文化精英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典籍文

化。而“民间文化”则是指由民间社会创造并传

承下来的活态文化。

非遗传承人：中华文明的另类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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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主体看，“精英文化”的创造者是历

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如古代典籍经

部中《论语》《孟子》《礼记》等的作者，都是中国

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大家；史部中《史记》《汉书》

《后汉书》等的作者，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史

官、史学家；子部中诸子百家的作者，都是中国

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集部中诗文总集及各

种专集的作者，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

艺术家。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文化，主要

是由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

创作完成的。

与靠典籍传承的“精英文化”相比肩的是遍

布城乡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又称“大众文

化”，今天我们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

属于“民间文化”这一范畴。与“精英文化”的创

造者不同，“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多是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文化人”。说他们是“文化人”，并不

代表着他们一定识字或文化程度很高，但他们

肯定是某一领域或是某一行业的技术能手。中

华文明中的另一半——以“民间文化”为标签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他们来传承的。

冯骥才在《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录》中是

这样评价他们的：“他们就是数千年来一直活跃

在民间的歌手、乐师、画工、舞者、戏人、武师、绣

娘、说书人，各类高明的工匠以及各种民俗的主

持者与祭师。这是一种智慧超群者，才华在身，

技艺高超，担负着民间众生的文化生活和生活

文化。黄土地上灿烂的文明集萃般地表现在他

们身上，并靠着他们代代相传。有的一传数百

年，有的衍续上千年。这样，他们的身上就承载

着大量的历史讯息。特别是这些传承人自觉而

严格地恪守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所

以往往他们的一个姿态、一种腔调、一些手法直

通着远古，常常使我们穿越时光，置身于这一文

化古朴的源头里。所以我们称民间文化为历史

的‘活化石’。”④

与“精英文化”不同的是，“民间文化”代表

了中华文明的底色、根性，代表了更多的中国

人的想法，所以，通过它更容易看出中国社会

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由于

“民间文化”所保护或传承的是与“精英文化”完

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文明，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所作的工作也就具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和

意义。

（二）在形式上，传承人更注重活态文化的

传承

与“精英文化”的典籍传承不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所传文明，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

口耳相传这种“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完成的，“活

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形式

上的一大特点。

每种文明都有自身的特点，每种文明也都

会根据其自身的特点，选择一种更适合自己的

传承方式。长期的社会实践告诉人们，非物质

文化遗产并不适合文本传承，也不适合实物传

承，传承人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传承方式，莫过于

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活态传承”。这是因为：

第一，与“精英文化”的传承者——懂文字

的知识分子不同，“民间文化”的传承者多半是

些不懂文字的匠人、艺人、歌师、舞者或是游走

在乡间的民间艺人。既然不懂文字，文字传承

便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自然会扬长避短，避开

文字，而寻找到一种更适合他们自己的传承方

式。慢慢地，他们注意到传统手艺的传承，最简

单者莫过于师徒相授、口耳相传。古往今来的

民间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代代相传的。

第二，相比于其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别是其中科技含量很高的传统手工技艺，由

于技艺繁复、流程庞杂，要想通过文字记录或

实物实现代际传承，事实上是很难的。这个时

候，通过手把手的教、口传心授的学，反倒成

了实现活态传承的最好方式，“活态传承”也

最终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不二

之选。

当然，这种“活态传承”也有它明显的短板——

“手把手”教这种只能算是大概齐的传承模式，

很容易影响到所传技艺的精准性，但同时，“活

态传承”也有它天然的优势，手工上它可以根据

材质的不同、工具的不同、季节的不同、温湿度

的不同、甚至心情的不同而随机应变，譬如表演

艺术中的现场砸挂，手工技艺中的因材施法，都

会使他们的创作变得更灵活，更具灵性，更具生

命的活力。这一点既与强调作者著作权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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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迥然有别，也与刻板的大工业生产完全不

同，体现出“活态传承”的天然优势。

以往，我们在探索中华文明传承规律时，关

注最多的是典籍传承和实物传承，相反，很少会

关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其实，这

是极不公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技术含量最高

的文明，主要是通过传承人的“活态传承”来完

成的。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活态传承，

到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本文的结论是：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传承的，

基本上是典籍传承或实物传承所不传的另类

文明。也就是说，传承人所传文明与典籍传

承和实物传承迥然有别，从这个角度来说，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存在

价值。

第二，传承人“活态传承”所传的，多半是典

籍传承或实物传承所无法承载的、技术含量更

高的另类文明。我们甚至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世

界：在大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中国历史上技术含

量最高的人类文明，无论是指南针、造纸法，还

是活字印刷、火药制作，基本上都是通过传承人

的“活态传承”才延续到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的贡献，是通过他们的“活态传承”，为

中华民族保留下了宝贵的另类文明。

注释

①主要有《考工记》《墨子》《天工开物》《髹饰录》。②中

国历史上古物的搜集主要集中在艺术品以及价值不菲

的皇家用品上，中国历史上许多好的器物、配色都是通

过文物传承下来的。③如唐代杜甫《端午日赐衣》中记

载的端午节，宋代米芾《中秋登楼望月》中记载的中秋

节，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记载的重阳节，对我们了解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④在冯骥

才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有一项最主

要的工作就是“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

命名”。这项工作启动于 2005年 3月，它的任务是在全

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对杰出的民间文学、艺术和手工技

艺传承者进行系统普查，然后加以认定、命名。经过近

两年的努力，在我国 153个传承项目中，有 161个传承人

进入第一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录》。详见冯

骥才、白庚胜：《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录》，民族

出版社 2007年版。

Inheritor of Intangible Culture: The Alternative Inherito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uan Li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a countrys civilization usually needs to be complet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channels, which are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books, the inheritance of objects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live
transmission.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scholars pay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classical books and material
objects, but the live transmission is seldom noticed.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the most important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s too complex in content, form and technology to be passed on by classics and
materials, civil society prefers to protect and pass them on by means of mentoring, oral transmission and other means,
which is the live transmission. By virtue of their“live transmission”, the inheritors made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live transmission; historical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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