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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危机 ： 人类遗产的撕裂与整合

四川 大学 徐新建

年 月 ， 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发起组织 了
一

次有关当代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实践与研究的 总结会议。 我 向会议提交的论文题 目是
“

分类危

机 ： 人类遗产的撕裂与整合
”

。 我 阐述的观点是 ， 最近以来 由于观念分歧及

利益分割的原因 ， 作为整体的人类遗产被人为地撕裂了 。 在学界 、 政府与 民

众之间及汉 、 英 、 法 、 日等不同的语言世界里 ， 对于遗产分类和命名无不表

现出多重的混乱和扭曲 。

为此 ， 我仅以当代中 国的社会实践为例做了简要说明 。 内容大致包含三

个方面 ：

问题提 出 的起点 ：
（ 中 国从 年起 日益深人地卷入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等国际社会 自 世纪 年代以来推动的文化遗产工程 ；

（ 此工

程业已 发展成为
一

种政府 、 民 间组织 、 知识界 、 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参与 的
“

社会运动
”

， 但在对遗产的认知 、 研究 、 保护 、 管理乃至开发利用上 ， 却表

现为意见纷争 、 各行其是的局面 因此认真总结这种具有特色 的
“

中

国实践
”

， 将是一件同时有益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参与的事情 。

值得讨论的焦点 ： 由于在此项工程参与上的被动及后起 ， 加上各界

对遗产范畴的解释错位与利益纷争 ， 中国特色的此项社会运动正面临着严峻

考验 ， 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即我提 出 的
“

分类危机
”

， 也就是无论作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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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还是文化整体的人类遗产项 目 正在被不恰当地分成了 自然与文化 、 物质

与非物质 、 国家与地方等多个门类和等级 。 这样的分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

遗产认知 、 表述乃至 申报 、
开发提供了方便 ， 却从本质上把它们推向了撕裂

和隔离 。 这将导致人类遗产的碎片化 、 孤立化 。 为此 ， 有必要讨论
“

人类遗

产的撕裂与整合
”

问题。

需要展开 的框架 ： 此项 目讨论的话题可从下面几个方面展开 ：

背景 ： 撕裂的危机及其表现 。

遗产种类 ： 有形还是无形 （物质还是非物质 ？

归属范围 ： 本地还是人类 （国属还是跨 国属 ？

实践指向 ： 权力还是义务 （利益还是超利益 ？

出路 ： 整合是否可能？

我把上述思考在北大会上做 了简要 阐述 ， 引起 了与会者们的相关论争 。

但问题并没有 、 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 于是不妨再借 《文化遗产研究 》 呈现出

来 ， 期望引起各位关注 ， 若觉得有必要的话 ， 欢迎加人争鸣 。 我们需要继续

追问的是 ：

——什么是遗产 ， 什么不是 ？ 为什么 ？

人类遗产
一

定要分成物质与非物质以及地方级 、 国家级、 世界级的

类别吗 ？

一遗产分类的 目 的是什么 ？ 标准何在 ？ 代价的底线又在哪里 ？

——

如果人类遗产的撕裂和扭 曲就是因分类而付 出的代价 ， 那么新的整

合该如何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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