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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框架为基础原

理，相应地阐述了我国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对策。即加强中

国印刷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法律保

护、学术保护、教育保护、产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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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system framework，the pro-
tection measures of printing cultural heritage are discus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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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dicial，the academic，the educational and the industria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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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

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
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

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
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

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

历史文化名城 ( 街区、村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
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

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

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方面

来分析，我国的印刷文化遗产也相应地包含了这两

个方面: 历史上各时代印刷出版的重要文献和图书

资料以及相关的重要实物等可移动文物是物质层

面的印刷文化遗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

义的各类印刷工艺技能，则称得上是非物质层面的

印刷文化遗产。我国传统雕版印刷术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

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急需

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文化源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原理上考察，对传

统印刷工艺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依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框架系统策略。本文结合笔者对国内

一些相关机构的实地调研和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策略，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国传统

印刷术的保护提出以下几点策略建议。

一、加强中国印刷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

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是捍卫国家文化主

权的一个方面。创造发明权与所有权是统一的。
文化成果应当令人类共享，但它首先为它的创造发

明及拥有者优先享受。文化的优先享受权指的是

文化的优先消费权利。这种消费既有有形文化的

消费，也有无形文化的消费。前者是物质的，与文

化的产业性关系密切。后者是精神的，与文化的审

美性关系密切。这种享受权是普世的。文化主权

的阐释权，表现为话语权，即由文化的创造者、所有

者、优先享受者对该文化作出最权威的说明。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与韩国人打上“东洋文

ChaoXing



化”“东亚文化”等招牌在世界上兜售中国文化，阐

释中国文化。特别是韩国，曾经多次发起对我国古

代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发明权的质疑和争夺，虽

然最后他们没有继续坚持对雕版印刷术发明权的

争夺，但他们通过在国际学术界和文化外交界的努

力，争取到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
我国在 2009 年成功申报了雕版印刷术入选联

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0 年又将活

字印刷术申报入选联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这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对印刷文化遗产

进行国际保护的成果。近年来我国关于印刷文化

遗产保护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在国际学术界和世界

文化圈中还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实施文化走出

去战略，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和活动，不断提高我国

印刷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韩国与日

本在印刷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方面舍得投入，政

府大力支持，民间积极活动，值得我们借鉴。

二、加强印刷文化遗产的国家保护

通过多年的积极努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已经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工作机

制，但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中央和

地方各级政府在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同时，要对作为传统手工艺遗产的印刷技艺进行

科学合理保护，从政策、机制、经费、人才、科普等方

面保证可持续传承与开发。
国家有关领导部门要继续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以名录体系建设、项目

和传承人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传习所、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建设等作为工作重点，进一步完

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机制，深入推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对于我国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我国政府

已分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国家申报的方式

承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和责任。相关

的各级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地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框架对我国的印刷文化遗产进行了多种措

施的保护工作。如认定作为印刷术传承人的工艺

美术大师、授予教学培训展示资质基地、筹备建立

雕版印刷文化产业园区等，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实践

基地在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以扬州广陵古籍刻

印社为代表的我国传统雕版印刷术不仅成功申报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该出版社还作为示范基地得到国家文化部及相

关产学研机构的合作与支持，发展前景更广阔。
活字印刷遗存至今在浙江瑞安和福建宁化得

到延续和发展，如浙江瑞安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因

近几年中国人的寻根问祖修族谱热的兴起而为世

人关注。瑞安东源村的源自北宋年间毕昇发明的

活字印刷术，传承古法，字模用的是木头，依靠一套

口诀，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如今瑞安的全套木活

字印刷技艺，和元朝农学家王祯《农书》中的记载

不差分毫。
建议这些印刷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政府进一步

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特别

是地方财政的投入。同时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

织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予以资助，多渠

道吸纳社会资金，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

三、加强印刷文化遗产的民间保护

博物馆和图书馆乃至档案馆等文化公益部门

要在保护印刷文化遗产方面继续发挥主体作用和

创新功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两个方面分别制定科学的保护框架措施。
古往今来，珍贵的图书善本一般都保存在藏书

楼、图书馆里，如今图书馆是收藏印刷文献 ( 其中

包括珍贵的印版、印刷典籍等印刷遗产精华) 的主

力军。图书馆对保存人类印刷文明的文献典籍与

其他多方面的印刷文化遗产责任重大。图书馆需

要对古籍馆员进行古籍修复和保护方面的教育，把

具备一定的保护知识和修复技法作为入职教育的

重要内容，这样可以促进古籍工作的科学化，形成

有意识地、科学地保护古籍的氛围与能力保障。
随着印刷文化遗产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我

国印刷博物馆的发展空间也逐渐增大。目前除了

中国印刷博物馆、扬州的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上
海印刷出版专科学校的印刷博物馆等国内著名的

印刷出版专业博物馆外，我国在进入十二五规划开

局之年又投入巨资启动了建设中国出版博物馆的

项目，并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内涵进行合理衔接，

这一重大文化举措将在保护我国印刷出版文化遗

产方面开展创新性实践。
在树立精品意识的同时，要在展览手段上不断

创新，将现代高新科技手段运用到展览中，提高展

览水平及观赏水平，以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喜爱博物馆，关注印刷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今业界

的关注热点之一是数字化技术与博物馆的运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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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印刷博物馆要积极探讨并引进高新科

技来保护古代文化遗产。
一些相关的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在保护珍

稀的纸本印刷文献和印刷技艺及古籍修补技艺方

面也要充分加以重视，要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高

度来加以保护和传承。散布民间的雕版印刷术与

活字印刷术如今往往作为印刷家谱的风尚或仅仅

作为旅游观光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在自生自灭地艰

难存在着。如宁夏镇北堡影视城里的雕版和活字

印刷展示点不断吸引着游人的关注，但该传承人向

笔者坦言他在职称和待遇方面诸多不尽人意，希望

地方政府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四、加强印刷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中“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
政和财政措施”的要求，加入公约的各国要加强立

法，建立相关的法律保护机制。早在 20 世纪 50 年

代，日本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 60 年代，韩国

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 法国、突尼斯、巴西等国

也在相关法律中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

出了明确规定。我国继《文物保护法》《民间工艺

保护条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通过，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要认真学习

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内

容，对古代传统印刷技艺及实物和场所进行依法保

护和合理开发。

五、加强印刷文化遗产的学术保护

进一步加强印刷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深入挖

掘印刷文化遗产的学术源流和文化内涵，积极宣传

印刷文化遗产的价值。一些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

要对印刷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加强我国古代印

刷工艺史的学术挖掘，通过严谨细致的科学考察来

澄清残存的模糊认识; 同时加强对我国传统印刷工

艺保护和传承的政策、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研究。用

权威的学术成果来保护我国印刷文化遗产的文化

安全和文化魅力。

六、加强印刷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

特点是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等为

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是一种“活态

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由人去延续，由人来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绵延不绝的核心。
长期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没有受到应

有的社会承认，属于被边缘化和被遗忘的群体。从

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管理研究队伍，人数

少，难以适应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

求。所以，我们要加强印刷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

建设，争取大学能够培养传统印刷术研究与传承队

伍，以及传统印刷术衍生的古籍保护修复人才，提

高古籍修复保护人才的培养层次。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设立了文物保护修复专业，培养文物保护

修复人才。古籍也是文物，而且是最脆弱的文物，

古籍保护和修复在大学里应该有一席之地。
各级教育机构要从全面素质教育中重视对我

国传统手工艺文化遗产的宣传和知识普及，借鉴国

外在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将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贡

献向广大民众进行生动有效的宣传教育。

七、加强印刷文化遗产的产业保护

文化遗产的产业保护是指利用会展、传媒、影
视、出版、游戏、动漫等传统的或现当代的产业辅助

进行，起到了寓保护于生产、流通、消费的作用，使

其不囿于学术的、社会的效益，而且凸显其经济效

益，使非遗获得来自自身的经济力量。使人们确

信，非遗完全可以依托市场与高科技实现产业保护

与传承，在使用当中保护，使保护成果得到利用。
印刷文化遗产的产业保护可以通过发展相关

文化产业如印刷、出版、传媒、会展等经营形式来提

高印刷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印刷文

化“遗产”变成“现产”和“未产”( 未来的财产) 。
在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就

了解到该社正在联合政府和社会相关产业部门，积

极凝聚各种资源，筹备建设扬州雕版印刷产业文化

园区，集教学科研、旅游观光、保护传承、生产开发

等多种产业功能链条为一体，扩大古籍刻印社的生

产产量和品种，壮大古籍刻印社的生产实力，努力

探索和践行对雕版印刷的生产性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1］ 白庚胜． 文化遗产保护诠说［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2］ 彭俊玲． 印刷文化导论［M］．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

( 责任编辑: 王冬冬)

9第 3 期 沈世婧，彭俊玲: 对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国传统印刷术保护问题的思考

Chao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