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条件是澄清“文化”概念，或

者说清晰界定“文化”的含义，对“文化”给出明确的定义。否则我们将不知道保护什么，怎样

保护。然而，众所周知，泰勒曾于 1871年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文化是一个复杂

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价值观、道德、法律、习俗和所有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

习得的能力或习惯。”淤这个定义包罗万象，却未提供任何分析结果。此后，若干学者（包括博

厄斯，克拉克洪等几代杰出的人类学家）不断地思考了这个斩不断理还乱的问题，但均以失

败告终。这一事实表明，社会科学尚未把握自己研究对象的实体。近一个世纪之后，1968年

格尔茨试图攻克这个人类学的核心谜题，最终他亦坦言未获成功。于人类学以“文化”研究为

使命，却不知道什么是“文化”，社会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这种情

势置整个社会科学于窘境。

为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时代，

“什么是文化”这个人类学面临的基本谜题，远远没有获得一个肯定的解。

为了弄清什么是“文化遗产”，让我们从重温《公约》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

定义开始。《公约》写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

“文化”只能是观念存在

———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核心概念的讨论

蔡 华

内容提要：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

“申遗”形成激烈的国际竞争。然而，在人类学尚未对“文化”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背景

下，“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成为两个古怪的概念。通过对人类活动产生的现象

的分析，作者揭示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概念的悖谬性。

关 键 词： 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物质文化遗产

淤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g: John Murray, 1897, P.1.

于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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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淤。

这个概念和定义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各种社会实践”是一个外延

极大的概念，它已将“表演”和“表现形式”涵盖其中。然而，该文献却将它们当作具有同等级

次的概念并列，仅此一项即足见其使用的“文化”概念之含混。第二，根据《公约》的该条款，当

一个民族（群体、团体或个人）没有“文化”和“文化遗产”这类概念时（这是极其常见的现象，

许多民族的语言中根本没有文化这个词汇），就意味着该群体的各种社会实践、表演、表现形

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不是文化遗产。作为《公约》必须行

文精准而严谨，因此，确定文化遗产的依据是遗产存在本身，而不是这些遗产是否被拥有遗

产的群体视为文化和文化遗产。第三，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抑或“不可触摸的文化遗

产”，这个概念都隐含着物质文化遗产或可触摸的文化遗产的存在。事实上，人们的确在使用

“物质文化”这样的概念。在上述问题中，这里涉及的问题最为严重，因为，作为“自然”的对立

物，“文化”本质上当是某种抽象的事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物质文化”的存在，或者明

示的“物质文化”概念正是人类学界尚未达成中肯的“文化”定义的结果。

前已述及，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或者不可触摸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对该

概念的定义时，人类学界尚未对“文化”给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明晰而自洽的定义。于在这样

的背景下，教科文组织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大成问题实不足为奇。

那么究竟什么可能是“文化”呢？

在“文化”一词出现于人类学领域时，它指称思想和行动，即人为产生的现象，而非自然

现象。为此，它指称的存在是与自然存在对立的存在。因此，“文化”是以一个在内涵上与“自

然”概念对立，同时又在分类上与“自然”概念平行的概念出现的。

然而，“作为人为的现象，‘思想’涵盖人们对宇宙中可以观察到的所有现象（包括人类不

同的群体）的再现以及根据这些起始再现而想象出的结果的再现（如个体的文化身分、不同

的社会身分，伦理、美学、制度和各种神、魔鬼等等）；‘人造物’囊括档案、书籍、建筑和各类用

品；‘行为’包括人的各种不同于仅仅属于生理运动的运动，其中包含集会、演说、歌唱、舞蹈、

游戏、具约定俗成意义的举止和面部表情游戏。作为集体接受的再现，第一类现象可以化简

为信仰，第二类的用途之一在于记录或体现和表达信仰，第三类表达信仰的后果，即行为。”盂

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一）。2003年 10月 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届大会通过

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本文所引内容均出自此文。以下只标出具体条目，不再注释。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表述中的核心概念是“文化”。而“文化”是文化人类学在建立基础理论的努力

中碰到的三大难题之一。

盂 蔡华：《人思之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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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本文中的“信仰”一词指称的是“对某种命题信以为真这类事实”，而非通常该词所指的“宗教信仰”。

于 蔡华：《人思之人》，第 102页。

信仰与行为是一对如影随形的真实存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因果关系。因此，

必须就“文化”一词进入人类学时的原始意义包含的成分做出明确的区分，即区分信仰（而非

思想）淤和行为。一个代表人类学基础概念的词汇，既指称一类真实存在，同时又指称作为这

种存在的后果的行为是社会科学分析中出现诸般混淆的根源。究其原因，它的原始含义本身

就是一个混淆。从一个混淆源头出发，只能导致一系列的混淆。因此，对信仰与行为的因果关

系的认定和对这一对概念的区分把我们导向一个崭新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体现一个群体

信仰同时支配该群体行为的制度。

2008年，笔者曾经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使用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个区分是一个不成立的区分。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观念的，即观念存在，所以绝不

可能是物质的或者可触摸的。因此使用“非物质的”（或“不可触摸的”）修饰“文化”这个词汇

不仅是累赘，而且蕴含着一个悖谬：物质文化的存在。“人造物”或“文物”是信仰的产物，而非

文化（或信仰）本身于。因此，物质文化似为一个纯粹的虚幻的词汇，没有任何真实存在与之对

应。

在基本廓清“文化”可能的所指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审查《公约》中列举的文化的具体内

容。《公约》第二条（二）写道：

按上述第（一）项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

颖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硬 表演艺术；

映 诸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哟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拥 传统手工艺。

在这五个方面中，除第 3项外其它各项比较明确，第 3项中的“诸社会实践”一条包含的

内容却不那么直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文化人类学以各民族文化和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赴实地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

取第一手资料，辅之以历史文献，对各民族传统的亲属、政治、经济、宗教、医学、建筑、音乐、

文学（含口头文学）等方面的实践，以及知识和技术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将这些研究领

“文化”只能是观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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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作一比较，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诸社会实践”这一项囊括了亲属生

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宗教生活四个方面。显而易见，礼仪和节庆也属社会实践，本无须

细列。为此，仅“诸社会实践”这一项就代表着所谓非物质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内容最为丰

富、复杂程度极高的一个部分。

根据上文分析认定的新文化定义，“文化”可能指称的重要部分将是传统的亲属制度、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如果我们把竭力保护这些传统文化（传统的社会实践）确定为

奋斗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将不符合各缔约国的现实，也与各缔约国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不

相符，应当说这个目标甚至有与人类迄今的历史和人类的基本利益背道而驰的风险。例如，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作为纳人社会实践的达巴（一种萨满）活动受到大张旗鼓的支持，而同

样作为社会实践的走访（相对于整个人类独具一格的生活方式）在纳人生活的区域却无人敢

言保护，在近十余年中迅速走向消亡。

环顾全球，我们看到，各个民族和国家曾经进行过无数改革，并且今天仍在不断的改革。

社会和谐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改革就是创造崭新的明天，即否定旧的社会实践，创造新

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不断调整从而迈向更大的和谐。社会和谐的衡量标准是，在正义、公平

与人权等绝对命令之下，新创造的制度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信仰和利益相符。进而由新制

度创造新的社会实践。

上述分析和论证显示，一个群体信仰体系的变迁制约和支配着社会转型或社会变化的

方向和性质；并非每个民族社区的所有传统社会实践（即文化遗产）一律都必须保护。每个民

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各民族将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信仰体系的变化

而做出选择：哪些传统的社会实践是代表自己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因此需要保护，哪些是

有违自己民族今天的利益和信仰的传统社会实践，因此需要改革。最后，鉴于“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是一对悖谬的概念，考虑到把“诸社会实践”含糊地当作必须保护的文化遗产

可能引起误读，这两种表述似当摒弃。

（蔡华，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 2011协同创

新中心）

【责任编辑：毛巧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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