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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中的佐证材料
＊

董 杰1，3 ，敖 其2，3 ，咏 梅1

( 1．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 内蒙古师范大学

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3． 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2)

摘 要: 结合过去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相关工作、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评审中的经验以及近年来在内蒙古各盟市对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访谈、调研

中获得的信息，就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材料的佐证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申报

工作中应当侧重于从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项目的价值和影

响三方面对项目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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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从上世纪 70 年

代就开始致力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998
年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公告活动，2001 年

公布了首批 19 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2003 年 10 月又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

约》，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的概念深入人心，其保护工程也在各国声势浩大

的展开［1］。中国政府为了抢救保护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于 2004 年 8 月加

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05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履职尽责工作

的意见》，要求全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做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工作，2006 年 2 月，国

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

知》进一步要求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并决定从 2006 年起，将每年 6 月

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按照文

化部统一部署，各省市也积极开展省、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工作。
内蒙古师范大学领导十分重视自治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整合学校民俗学、民间

文学、民族音乐、民间美术、民族体育、科学技术史

等相关专业人员共同组建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该中心于 2008 年 5 月

正式成为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中山大学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工作站。自中心

成立后，先后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为项目保护单

位，组织申报“科尔沁潮尔史诗”“蒙古族传统牛角

弓制作技艺”“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艺”三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科尔沁潮尔史诗”、“蒙

古族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艺”
被评选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近年

来，中心成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调查、申

报、评审等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在申报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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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中，申报书的撰写是

非常重要的步骤，本文试图就申报书撰写中佐证

材料的问题谈一些个人认识，以为内蒙古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微薄之力。佐证材料是申报

书中的关键内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要求出

发，充分论证该项目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标

准，所以是决定项目能否通过的重要保证。我们

只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入手，在申报书中

就申报项目进行佐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

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

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和文化空间。”［2］有关学者已经就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条件做出科学、细致的说明。
如从传承主体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杰出传

承人为依托，没有杰出传承人不能认定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 从传承时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

有悠久历史，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 从传承形态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

活态的原汁原味的传承为基本特征，非活态的、原
汁原味的传承项目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品质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重要的

民族文化遗产，没有重要价值者不能认定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最后，申报的项目必须是当地的地

域标志性文化，必须具有普世价值［3］。
为了地方基层单位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的申报条件，正确有效的撰写申报书，尽量使申报

项目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条件，我们一般希

望申报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证: ( 1) 各族人

民世代相承; ( 2)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 ( 3) 项目的价值和影响。
一、世代相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赖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

环境而存在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

要保护其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传

承”［4］。由此可见，“世代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要内容，也是评审过程中需要满足的首要条

件。所谓“世代相承”，一般是指就是该项目的传

承时间在百年以上，传承体系明确，各代传承人清

楚。如果项目申报书中撰写的传承时间不够，或

者传承谱系断裂，都会影响项目的申报。如某年

“某某大饼制作技艺”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称于 1938 年开始主营掉炉大饼，传承时间不

足百年，明显不符合申报条件，无法通过也在意料

之中。当然，这只是特例，绝大多数申报书都能确

保传承时间。但是我们注意到为数不少的申报项

目，确实拥有足够的传承时间，民族特色也很浓

厚。如库伦旗申报的“布鲁”，进入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通得过。但“布鲁”的申报材

料中，在介绍历史渊源时，其佐证材料也只是说

“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之类泛泛的言语，缺乏强有

力的证据。下一步项目经自治区推荐得以进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在区外专家对相关项

目不了解的情况下，单凭这些空洞的介绍显然不

足，可能会影响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通常可以用出土实物和古籍中的记载来佐证

项目的传承时间。如蒙古族的养马术作为传统知

识类项目完全可以进行申报。2008 年笔者之一曾

前往一些盟市调查蒙古族养马术，了解到在通辽

科左后旗有人十分擅长养马。蒙古族养马术可以

包括养马、相马、疗马、驯马等内容，分开申报自然

可以，但将养马术作为传统知识与技能进行整体

申报，效果更好。当然，作为马上民族，养马术的

传承历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完全可以加入出土

文物和古籍记载作为佐证材料，不但有助利于申

报，更有利于将来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据笔者所

知，距离科左后旗最近的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蒙古语文办公室就藏有 6 卷《马经全书》，另外在

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分别藏有《十二技能俱全三种骏马及

其他诸骏马的特征》、《马头明王相马经》、《相马

三十六鉴》、《相马宝鬘治疗法明鉴中药名录》等相

关古籍，若能对其进行研究，并与田野调查中所得

资料相比对，互为参照加入项目申报书中，这些内

容定会为申报增色不少。
另外，科尔沁地区拟将科尔沁土语申报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眼下语言

的抢救和保护对传承民族文化极为重要。语言的

实物佐证很难找到，或许能从地方书籍中查询一

些资料，所以田野调查就极为重要了。然而语言

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项科学性要求很高，有很复杂

的工作，需要运用多学科、多手段的研究方法。现

在自治区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

工作刚刚起步，尚未顾及或者说难以承担民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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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及各地方言土语的普查评审工程，所以当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

的语言”保护范围也仅限于口头文学。
二、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及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则要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是民间自发形成、延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

活动。申报材料不但要体现该项目与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更注意阐述项目本身为群众在生产、生活

所提供的便利，如勒勒车制作工艺的产生，方便了

游牧民族进行迁移; 蒙古族由于经常骑马，常会产

生骨折，于是催生出与之相应的蒙古正骨术等等，

更可以提出该项目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以及审美

品位。
同时，申报书中要注意该项目并非是在个人

号召或政府指令下举办的有违群众心愿的形式化

活动，而传承人也不必特意以政府官员，专家学者

为对象。虽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或弘扬过程

中，确实存在发挥过重要组织、领导及协调作用的

行政官员，以及热心学习传统文化、号召社会关注

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但如果这些人本身与传统

艺人、匠人不具有正式师承关系或水平尚无法达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标准，是不符合非物质

文化遗产评审条件的。
所以在撰写申报书之前，一定要深入项目传

承地进行客观实在的田野调查工作，发现最具代

表性的项目，真实地将其记录和描述下来。切不

可不愿意下苦工夫做实地调查，以仅凭借自己的

想象，或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趣味、或按照当前

的政治口径和政策要求乱改乱编，随意拔高项目

的思想性、艺术性［5］。只有坚持以全面性、代表

性、真实性作为普查工作的指导原则，撰写的项目

申报书才能内容翔实而又具有说服力。
现实生活中，传统表现艺术、体育竞技项目确

实多有既符合传承人条件，又身为政府官员的人，

在申报书中只需统一以传承人身份标注，尽量避

开官员、学者身份，以显示申报项目的群众性，因

为这些虚衔确实与项目以及项目的传承没有必然

联系。虽然不是传承人申报，但传承人担负着项

目的传承和发展，切不可轻视。明确并且保护传

承人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重要内

容，同时也得强调传习人的培养。通过传承人的

传授，传习人学习、接受、掌握该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技术、技能，从而进一步发展该项目。［6］这些

内容均为民间自发形成、延续的，不能全靠政府行

政手段或者自己杜撰。
而文化表现形式，则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既不是单一的物，如建筑、乐器，也不是单一的人，如

表演者、制作者，而是将物与人紧密连接在一体，构

成完整而稳定的文化行为系统。例如通辽申报的

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具是物，肯定不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制作艺人当然也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只有马具的制作技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
另一方面，文化表现形式也不易进行人为的分裂，

这点在地区辽阔的内蒙古自治区很典型。
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但过去

的蒙古族部落多在现今已被人为分割的行政区划

及边缘地带，如传统的科尔沁地区就包括在现今

通辽、兴安盟和赤峰三个市级行政区划内。因此，

具有同样文化表现形式的项目可以以民族分布的

人文地理的范围为基础，同一民族、部落的相邻

市、县进行联合申报。一些盟市申报的项目已经

进入自治区或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他

盟市如果存有类似的项目，也可以进行申报，如果

新申报的项目价值没有先行申报的项目价值高，

可以进入扩展项目; 但如果后者价值更高，更具有

代表性，则可以评为同档次或取代前者而成为该

项目的代表作。这就要求后者申报书的佐证材料

丰富有说服力，而评审专家在公平、公正、公开的

情形下，一定会做出合理的决定。如赤峰阿鲁科

尔沁旗申报勒勒车制作技艺获批，2008 年笔者前

往通辽调研，扎鲁特旗也有勒勒车制作工艺，完全

可以继续申报。阿尔昆都勒苏木的蒙古包制作技

艺也可以申报。
三、价值和影响

申报语言、礼仪、节庆类项目，要求这些项目

代表一种活态文化，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

功能，本身就有其价值和影响。若申报项目属于

传统表现艺术、传统知识与技能，则需要在申报材

料中体现出项目本身的绝活、绝技。我们以传统

技艺为例，来看如何将此类项目的价值论述清楚。
手工艺品中所蕴含的绝技是成品的非物质的

文化表现形式，所以将制作技艺完整( 但不是全

部) 的展现出来，是此类项目通过评审的关键。全

区各地起先普遍以音乐、舞蹈等传统认识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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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进行申报，而忽略了传统技艺类项目的申

报。最近认识到手艺也是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所以各地申报传统技艺类项目数明显增多，当

然，其中肯定有企业商业利益的驱使［7］。但并不

是什么东西后面加上“制作技艺”，就符合条件的。
通辽申报有两个传统技艺类项目申报多次，但总

是未得通过，原因就在于制作技艺没有达到评审

要求，当然，项目本身是否达到要求，可以再讨论。
进行评审时特别关注两点，一是项目中所列

手工艺品是否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如在申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勒勒车制作技艺”传承

人评审中，某人将制作小型工艺品勒勒车的照片

添加到申报书中，画蛇添足，显然制作工艺品与真

实的勒勒车大不相同，能够制作传统勒勒车的工

匠不一定能制作工艺品的勒勒车，而能够制作工

艺品勒勒车的艺人未必制作得了实际生活中使用

的勒勒车，二者没有对价关系的。二是现在的技

艺是否是传统技艺的延续，如果有明确的传承体

系，比较容易判断，但是据称是传统工艺的复原，

则着实不好评断，一般主要以是否使用现代的化

工材料、是否使用现代的机器生产，成品外形、性

能特征能否与现存历史实物相符合为评判标准。
内蒙古蒙古族传统工艺失传，大部分是解放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牧民生活向现代化变迁

所导致，从失传时间上来看其实并不长，一些老手

艺人或许还保留有这种工艺，只不过这些工艺品

在现代生活中不用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制作，这有

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也是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

作的重点。还有些老人即使不知道完整的制作工

艺，但知晓其中的某一部分，经过有心人大规模的

调查、寻访，逐渐将失传的工艺进行还原。在此基

础上，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去蒙古国进行调研，那里

蒙古族某些传统工艺保留的情况比较好，内外蒙

在一些项目上完全可以互相补充。这种传统技艺

的复原工作，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使用传统的

材料和工具真的恢复了这种技艺，其作品如果达

到古代作品的水准，并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可，复

原的技艺当然可以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内

蒙古师范大学今年申报的“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

技艺”就属此例。内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在

解放之后一段时间内还是存在的，1959 年第一届

全运会后，国内大力推广玻璃钢弓，角弓逐渐淡

出。项目传承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遍访内蒙

呼伦贝尔、赤峰、阿拉善、锡林郭勒等盟市，从老艺

人口中逐渐还原角弓制作技艺，并前往外蒙寻求

弓箭专家、著名制弓艺人的帮助。除了进行田野

调查，他还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师

范大学图书馆查阅清代蒙古文古籍《射箭要诀》、
《宝常聚之破窗射箭经》，从中找寻传统角弓制作

技艺的线索，终于复原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
他使用的原材料和大部分的工具都没有现代化用

具的痕迹，制作出的角弓完全能和历史实物相对

应，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哈尔滨等地民俗、
民族体育、传统工艺、技术史等学科专家的称赞。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专家实地考察后

也肯定了这项复原工作。制弓技艺也最终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如果项目名义上称古代的技艺的复原，却

无法将复原工作清楚完整的“复原”出来，甚至实

际操作中使用的是现代技艺，这就很难通过评审。
这些项目无论在名称之前冠以何种“贡品”“宫

廷”“王府”“御膳”等字样，终究不能算是传统工

艺而被列入保护对象。
除了复原技艺外，我区大部分是民族类传统

技艺的申报，这些项目在本民族间广为流传，传承

谱系很容易弄清楚，但是如果缺乏“技艺出众”的

论证，普遍性太强，不具有典型性，尤其在传承人

评审中，更需加强传承人技艺出众的佐证材料。
一般来说，传承人技艺的获奖证书，编著的教材书

籍，平面、声像媒体对传承人技艺所做的宣传报

道，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人员对该项技艺调查后的

调查报告、论文等科研成果或者是传承人为传承、
提高技艺所做的文字性记载与实物标本，上述材

料都是极好的佐证材料。如在“某某蒙古族缝纫

技艺”传承人的申报中，申报书 A 不仅将制作服饰

的技艺详细描述，而且特别提到传承人将传统手

工缝纫制作技艺用文字记录下来，编著出版物。
申报书 B 则仅仅写到传承人师从母亲学习缝纫技

艺，技艺特点没有交代。自然 A 较 B 好。其他奖

励、称号等佐证材料亦如此类，不再赘述。
此外，申报书要极力反映出申报项目的最大

价值。有些民族地区的群众活动包含众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而各遗产间具有明显的无法割舍

的文化联系，不建议分列申报，最好是协调各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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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将众多分散的项目合为整体，用“文化空间”的

名义进行申报，以突出项目的最大价值［8］。
四、结语

申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申

报书一定要以真实性、整体性为原则，充分挖掘材

料，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当然，在撰写申报书

时，行文一定要流畅，要把阅读对象想象成对该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未直接接触过或者不十分熟悉

的人，进行清晰说明和介绍遗产的基本情况和特

点。另外，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项目申

报专题片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申报书实际上

是专题片的脚本，更不能轻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申报材料文字向图像的转化的个案解读以及

拍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可参见相关论文［9］。
当然，在评审过程中，也不是只看申报书而下

决定，还需听取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

和学术方面有研究的文化学者、民俗学家、民族艺

术家以及当地的老艺人的意见，必须尊重各民族

文化艺术传统，防止主观臆断，坚持以积极的、科

学的、客观的态度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工作。
我们将某一文化表现形式申报各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抢救、保存、
保护和振兴该项目，以利于弘扬民族、地域文化。
我们应该始终怀有“申报是手段，保护才是真正目

的”的申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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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pporting Material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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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and investigations from the related work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ICH)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at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
sity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and the assessment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from the ICH
projects of Inner Mongolia in recent years，the present study i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supporting
materials for ICH project applica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such applications should focus on the evalu-
ation of 3 aspects: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the cultural expression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related to
grassroots＇ life as well as the value and impact of the project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grassroots’activities; value; supporting mater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