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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今社会的意义
——以贵州安顺地戏的法律保护为切入点

张琪悦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3105）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当今越来越得到公众的普遍重视。我国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重视。安顺

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法律保护、其又效果如何？当代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目的，将得到哪

些现世收获？ 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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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顺地戏的历史兴衰：
据考证，安顺地戏在元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 20 世纪中期

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至 20 世纪末达到谷底。进入 21 世纪之后，

随着我国以昆曲、侗族大歌、花儿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

申请进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安顺与贵州地

方政府及中央文化部加强了对安顺地戏的保护。无论在立法方

面、还是在执法与司法、日常行政管理方面，均提高了重视程度。

同时，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及认同度逐渐提升。安顺

地戏近十年来再次得到兴盛。然而在历史上，安顺地戏曾经一

度走向败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安顺地戏的地域广泛性

地戏使用安顺屯堡地区当地的方言表演，只有精通当地语

言的军民才能理解，且部分唱词和约定俗成的短语难以用普通

话翻译，造成了欣赏者接受信息存在困难，因此导致地戏的受

众面较为狭窄。

（二）安顺地戏的受众年龄层次

表现形式为俗称的“跳神”，在先民表达对祖先和古今英雄，

及天地万物灵性的崇拜与敬畏之时，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迷信色

彩，其内容与表现形式在 20 世纪中后期尤其是文革期间被世人

所“不屑”，遭受过较大的打击。即使在当代，也较难以为今人

所理解与接收。这导致安顺地戏在青年一代中难以广泛流传。

（三）安顺地戏表达内容与形式的固定性

安顺地戏的内容多为尊天地、敬鬼神、崇拜战争英雄，古

朴粗犷、阳刚豪放，从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缠绵，其思想内容

和表达手法的难以变动，不能与时代相适应，因此导致了其内

容难以为今人所理解和接收。

然而，正是由于安顺地戏自身存在这样的特点，才导致它

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较少地被文化融合所取代其原

汁原味，保留自身最原初的特点。安顺地戏经过自身的整合与

时代的变迁，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 在原本地

戏仅限于男子表演，如今在安顺地区也成立了女子团、少儿团，

呈现出于原本地戏迥异的表现形式与风格，为地戏表演注入新

的生命活力。２．地戏进入课堂。安顺地戏作为具有地方特色

的戏曲形式，已经进入安顺中小学课外普及读本。通过向青少

年学生及社会各界介绍地戏，以扩大其影响力与认知度。3．延

长产业链，制作地戏附加产品。面具是安顺地戏的特色与精髓。

随着安顺地戏的知名度不断扩大，脸谱的制作工艺提升、类型

增多，通过展示及出售脸谱、地戏道具等形式，扩大了地戏的

公众认知与认可度。4．注册商标。安顺地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经过申请与审核，可以申请注册商标，

通过法律途径予以保护，在创造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同时，创造

商业价值。

二安顺地戏引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案
2011 年 5 月，我国出现了第一起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纠纷的案件。纠纷的当事人正是安顺文化局诉张艺谋团队在电

影《千里走单骑》中将安顺地戏误称为“云南面具戏”。

2005 年 12 月 16 日，由当代著名导演张艺谋负责编剧和导

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在中国大陆公映。该电影讲述了一对

日本父子在中国云南丽江拍摄“云南面具戏” 《千里走单骑》

的曲折故事。而实际上，戏剧的演员是贵州省安顺市“三国戏

曲演出队”，该片的戏剧表演内容实际上是安顺地戏传统剧目：

《千里走单骑》、《战潼关》的片段。2010 年 1 月，安顺市文

化局在北京对电影《千里走单骑》的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

及发行北京新画面影业的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提请法院判令上

述三方为《千里走单骑》侵犯署名权消除影响，同时判令发行

方停止发行《千里走单骑》电影。但最终，原告败诉，原因如下：

第一，案件诉讼发生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尚未颁布，

安顺文化局作为原告，仅得以侵犯知识产权作为诉讼理由，但

该主张未得到法院认可。当然，在法律颁布后，原告可将侵犯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诉讼原因。

第二，安顺文化局这一政府部门作为原告未免欠妥，更恰

当的做法为列传承人、民间保护组织为原告进行诉讼。

因此，本案中原告的败诉，恰恰说明了我国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漏洞与空白。此案不仅为文化部门就当地民

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及权利之维护予以警示，更推动了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与全民重视程度。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当今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确实已经与现世生活之间存在差异。

例如贵州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蜡染、苗绣、水书等代表着

较为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组织形式；安顺地戏的表演一定程度上

包含封建迷信、鬼神崇拜等消极成分。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今主流声音主要有两种观点：1、只保护先进文化；2、无论何

种文化遗产都应予以保护。我个人站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上，

主张无论何种文化遗产，都应予以保护。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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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任

何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存在均有合理性，且与当时当地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自然人文状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相

适应，并关系密切。每一种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都是该时代的

精华，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历史、考古价值，无论是文化研究，

抑或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态做出考察，都有着无可

替代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任何文化形态应给予足够的尊重与

理解。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并行不

悖。扩大文化影响力可以采取延长产业链的方式，生产出高科

技、种类多样化、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与现

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巧妙结合。文化同样是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形

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更可以促进文化

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增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文

化、尊重艺术的良好氛围；亦可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更多价

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另外，随着当今人们视野的开阔、

思想意识和觉悟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

文化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有了新鲜思想与文化理论作

为实践的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笔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贵州省文化保护

条例是保护安顺地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途径。但由于法

律的笼统、概括，缺乏切实可行的执行操作措施，以及立法之

初的稚嫩和法律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法律远不能解决所

有问题。当然，非遗保护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于立法。正如当今

社会的诸多问题远不是仅仅依靠立法方式或指定行政性法规予

以规范指导就能够解决的。立法自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导致其已经颁布施行便落后于社会现实、难以满足其发展变化。

同时，正是因为法律本身具有普适性、确定性、规范性的特点，

其受众对象是相关领域的所有问题，并不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

法，难以提供个性化的处理方案，导致个案很难通过适用法律

得以彻底解决。因此，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不能完

全寄希望于立法及法律的完善，而是应当在现实非遗保护工作

中，面对问题在实践中逐渐寻找、并形成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法。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政府文化

局和旅游局之间的利益制衡与博弈；维持传统文化的纯粹性与

文化创新这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保护操作对策上的分歧

与博弈；只保护先进优秀文化与保护文化多样性两种思潮造成

了保护对象之间的差异，及保护文化价值的取向的纠纷；文化

表演获益者政府与当地居民获益的公平分配严重失衡使居民面

对传统文化变味走样、使其本真却束手无策…上述问题都是当

今文化保护中应该平衡和反复考量的焦点，也是造成当今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走出尴尬窘境的关键。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已经得

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相信经过政府各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各

界的重视，安顺、贵州以及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突破

瓶颈，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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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奢华的山珍海味，清淡卫生的饭菜即可满足他们的需求，

尽量多选择蔬菜水果等食物。当然，如果能考虑到部分人群的

特殊状况（比如糖尿病患者）进行饭菜的区分，当然会更好。

（三）提高老年人出行过程中的安全防范与保障

老年人由于自身年龄的原因，在旅行过程中更加容易出现各

种安全隐患。在旅游过程中，要提高老年游客的安全防范意识与

防范能力，在出游前，要鼓励老年游客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在

出游过程中，要注意老年游客的个人卫生与饮食卫生，防止病从

口入 [8]。与此同时，旅游企业要加强制定各种针对老年游客旅

行过程中的安全防范与保障措施，提供个性化的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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