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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

从文化自救到文化行动

早在1964年，冯骥才就奔波于
天津老城内外街巷中，对民居砖雕
进行调研，采用摄影、文字和绘图
的方式来记录影壁、门楼砖雕结构
以及天津城内砖雕分布，开启了天
津老城风貌记录、民间文化遗产保
护的漫长路途，此举也为冯骥才日
后的民间美术、民间雕刻、传统村
落的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

1994年，天津老城面临拆迁，冯
骥才组织大量专家、摄影师对古城
内的民居建筑等开展实地调查、影
像记录，并出版《天津老房子·旧城
遗韵》系列丛书。冯骥才呼吁保留
天津传统民居徐家大院作为老城
博物馆，号召本地百姓捐赠家具、
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等
作为藏品。此外，他还对旧租界和
天津老城之外的本土区域进行全
面文化调查，陆续出版《天津老房
子·东西南北》《小洋楼风情》等书
籍，成为记录天津传统文化的重要
历史档案。

冯骥才对其他散落在中华大
地上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也尤为
关注。1991年，得知文学团体南社的
旧址迷楼将被拆除的消息，冯骥才
果断卖画保楼。次年，为保留宁波
将要拆除的贺知章祠堂，冯骥才再
次拍卖画作筹集保护资金。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
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
年的时候，我和文化遗产保护已经
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
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去
做，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创作放
下了。”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
从最初的文化自救，到后来带动全
国的文化行动，冯骥才一直马不停
蹄，奔走呼号。

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旨在保
护传统工艺美术，促进传统工艺美
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此后的十余
年，围绕文化遗产抢救，国家又颁
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2001年，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的冯骥才提出，要对960
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
遗产作地毯式调查，将“大到古村
落，小到荷包”的文化遗产“一网打
尽”。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在这
次集抢救、普查、整理与出版的国
家级重大工程中，冯骥才、潘鲁生、
向云驹等学者深刻认识到作为传
承主体的非遗传承人的重要价值，
就此提出“传承人保护制度”，启动

“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评选
工作，并为木版年画、剪纸、唐卡编
辑整理了大量翔实的文化档案。针
对被誉为“民间美术的龙头”的木
版年画，冯骥才发起了“中国木版
年画普查保护工程”，历时十年对
全国44个年画产地进行普查，所得
的全部图文资料和研究成果最终
编撰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为了对文化遗产实施整体保
护与关照，冯骥才特别提出了针对
非遗所依附的重要文化空间———
传统村落的保护，积极呼吁出台

《传统村落保护法》。2012年，三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国传统
村落保护工作全面启动。2014年6
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
影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
同组织实施的“留住乡愁——— 中国
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正式启

动。此后，冯骥才相继出版《中国传
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中国
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中国传
统村落档案优选》等书籍，力求为
村落遗产留下一份全面、具象、客
观、确凿的档案。

从培养人才到创建学科

在跟时间赛跑的过程上，冯骥
才认识到，单靠几个学者奔走并不
够，培养更多非遗专业人才才是长
远之计。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
究院成立于2001年，研究院建立之
初，担任院长的冯骥才便立下“要
在这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的腹
地，开辟出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
的誓言。当时正值我国民间文化遗
产抢救的全面铺开阶段，研究院顺
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研究的学
术支撑与人才输送基地。

之所以选择在这所以理工科
见长的大学里建设人文学院，一方
面，源于冯骥才自身对文化有着强
烈的现实责任，另一方面，他认为
理工科大学的实验室制度对文科
教学科研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
作用。“大学要面对现实，但要背对

世俗。这样，学院才能成为一片人
文的精神的绿地。”

经过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冯
骥才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在研究院
建立起一支真正有人文精神的工
作团队，打通了科学与艺术、人文
与自然的界限，培养出一批批在非
遗领域有所建树的毕业生。

在此基础上，冯骥才认为非遗
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经
成熟。过去三四年，研究院主要致
力于非遗学理论建构、教研方法建
设、学科交叉融合等多方面的工
作。此外，研究院还召开了以非遗
学学科建设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学
术论坛，建立了我国首个专业的非
遗学网，系统编写非遗学教材，连
续承担住建部、文旅部委托课题。

然而，一个新学科在刚刚确立
时，它的独立性常常会被怀疑。非
遗学的倡导者必然要遭遇挑战，不
时会被诘问：非遗不就是民间文化
吗？有必要另设一个学科吗？它本
身能否成为一个学科？它具备足够
的材料盖一座高楼大厦吗？《非遗
学原理》试图阐述它无可辩驳的独
立性与学术本质，从元理论角度勾
勒出非遗学的学科样貌。

确实，非遗是个很年轻的概

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
类文化遗产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我国是公约最早的缔约国
之一。在非遗概念出现之前，学术
界将这一类型和范畴的文化称为
民间文化，并建立起相应的科学而
完整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譬如
民俗学、民艺学、民间文化学等。

由于民俗学与新崛起的非遗
学面对的是同一对象——— 民间文
化，又由于最初参与非遗抢救、整
理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基本来自民
俗学界，人们便顺理成章地认为，
非遗只是民俗学遇到了一项时代
性和社会性的工作，自然还在民俗
学的范畴之内。而冯骥才认为，非
遗学是从遗产的立场出发，来认识
民间文化的，但不是所有的民间文
化都是非遗。非遗是其中历史文化
的代表作，是当代遴选与认定必须
传承的文化经典。

在冯骥才看来，是否被视为遗
产，对一个事物有着显著的不同影
响。当该事物有了遗产的属性，便
多了一种性质、意义、价值，多了一
种社会功能。这些都不是民俗学所
能解释的。一件事物可以同时身在
不同的知识范畴，从属于不同的学

术范畴。比如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
教堂，既属于建筑学的经典，也属
于遗产学的瑰宝。它们既有共同
的文化内涵，也有各自不同的学
术关切。建筑学关注它建筑的构
造、设计、美学特征与创造性；遗
产学更关注它自身的历史特征、
档案、等级、保护重点与方法，以及
如何传承得久远。非遗学更关注它
的存在与生命，是保护和延续其生
命的科学，因此这是一个之前没有
的学科。

一门有东方特色的学科

冯骥才认为，决定非遗学独立
性的根本是遗产。

民俗学注重民俗事象的过去，
非遗学注重非遗活生生的现在。民
俗学把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
积淀，在民俗学者眼中，民间文化
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很少变化
的。非遗学者把非遗作为一种文化
生命，在非遗学者眼中，非遗是活
态的、动态的、应用的，在时代转型
中充满不确定性。民俗学的工作是
总结历史与描述现在，而非遗学则
要通过对现存非遗的研究来探索
它们通往明天的合理道路。

就像医学是为了守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一样，非遗学是为了非
遗生命的存续以及文化命脉的延
续。学科的使命决定了学科的特
征。于是，非遗学的使命首先决定
了它的工具性。非遗学“既是一种
纯学术，追求精准、清晰、完整、谨
严、高深；又是一种工具理论，为
非遗构建知识，为非遗排难解纷，
因而与当下的非遗保护实践息息
相通和紧密相关。非遗学毫不隐
讳要直接为非遗服务，甚至为非
遗所应用”。

据此冯骥才坦言，非遗学是一
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认知，在田
野中发现，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
中生效，从始至终都在田野。如果
在田野中只局限于采风和搜集材
料，就不是非遗学了。与此同时，非
遗学的教育也必须在田野中进行。
田野就是民间，就是活生生的民间
文化。只有问道于田野，才能得到
切实的答案，才能感悟非遗的精髓
与神韵，彻悟非遗的需要，以及非
遗学的学术使命是什么。

不肩负学术使命的是伪非遗
学，因此，非遗教育中一定包含着
责任教育。在冯骥才看来，非遗学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人才，一
是非遗的研究人才，二是非遗的管
理人才。然而，对于本世纪初刚刚
进入人类保护视野的非遗，既缺乏
研究乃至认知，更缺少科学的管理
和管理的人才。非遗学的学术使命
肩负着现实的紧迫性。他认为，面
对非遗，非遗学有三项工作是核
心，是重中之重：其一，立档；其二，
保护；其三，传承。立档主要是对非
遗的历史而言，保护是永远首要的
主题，传承是为了遗产的延续与永
在。这三项工作既是工作实际，更
是核心的学术内容。

“目前非遗学尚属初创阶段。
向前展望，它一定是一个前途无
量、具有宏大和深远发展空间的学
科，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
由于它凭借于我国的非遗，所以必
定还是一个具有中国和东方特色
的学科。”冯骥才指出。

一门学术的最高目标，一是构
建起它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二
是实实在在服务于相关的社会事
业。面对着中华大地上数十万项千
差万别的非遗保护与传承，非遗学
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书评人)

【相关阅读】

冯骥才是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投身于城市历史遗产和民间
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大力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产生
巨大影响。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春节申遗文件中，他所撰写的《知情同意证
明》被作为一项重要推荐材料。近年来，他倡导并致力于非遗学学科建设，探索非遗学理论体系
和教学方法。新出版的《非遗学原理》，收录了冯骥才为非遗学“立论”“立言”的理论文章，被誉
为“非遗学科建设的开山之作”“非遗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冯冯骥骥才才：：
为为非非遗遗学学““立立论论””““立立言言””

《非遗学原理》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艺》

冯骥才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上上世世纪纪9900年年代代，，在在天天

津津考考察察时时，，冯冯骥骥才才在在窑窑洼洼

炮炮台台附附近近发发现现一一块块有有重重

要要历历史史信信息息的的古古碑碑。。

《古村·古俗》

冯骥才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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