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资源建设
　 ———以国家图书馆非正式出版物馆藏为例

崔　 玥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作为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载体，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作

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收藏和流通中心，图书馆应当注重此类文献的开发与整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社

会职能。 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分类及价值谈起，通过对国家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馆藏现状及

入藏意义的分析，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特色馆藏建设的几点建议：体系化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立

专藏数据库、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藏书目录。 图 ２。 表 ４。 参考文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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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

明传承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化遗

产［１］ 。 ２００５ 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自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图书馆

是保存人类文明记录的地方，应把保存最能反映

人类文明轨迹的史料作为自己重要的职责［２］ 。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以下简称“非遗文献”）记
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同等价值，因而也逐渐受到图书馆界的关

注。 笔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通过 ＣＮＫＩ 数据库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图书馆”为关键词共查询

到相关文献 ５３０ 条，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图书馆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以及发挥的职

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实例等。 如许鑫、赵嘉伦的《图书馆参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建议》 ［３］ 、康延兴的

《论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能》 ［４］ 、张小

芳的《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

思考》 ［５］、田明伟的《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实践———以温州鼓词为

例》 ［６］等。 但此类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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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的作用，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图书馆资源建设中的重要性却研究不

足。 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之所以能够

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是基于文献资源本身的，只
有正确地开发和保存非遗文献，才能有效地进行

信息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职能，进而更好

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 基于此，
下文首先从非遗文献的分类及价值谈起，继而通

过分析国家图书馆非遗文献的馆藏现状及入藏意

义，提出非遗文献特色馆藏建设的几点建议。

２　 非遗文献的分类及价值

２ １　 非遗文献分类

按照内容的不同，非遗文献可划分为五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

后产生的文献、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论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汇编、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材料及其他，详见表 １。

表 １　 非遗文献类别及示例

非遗文献类别 文献描述 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资料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产

生的一系列资料，如项目普查资

料、田野调查报告、名录等。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 《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线索实物登记表　 宁阳县卷》《安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田野调查》《越风———绍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

化后产生的文献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内容物

化成不同载体形式的图书资料。
《花瑶桃花》《杏岭山民间故事》《汾阳地秧歌》《衡东民间

礼俗》《稷山高跷走兽》《托克托剪纸作品选》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的论著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或专项的

研究性论著。
《纪念王季思、董每戡百年诞辰暨中国传统戏曲国际学术

研讨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论坛文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汇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

律、法 规、 文 件、 地 方 性 保 护 条

例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文件汇编》 《〈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法〉立法参考资料汇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活动材料及其他

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的

讲座、展览 等 活 动 及 宣 传 教 育

资料。

《山东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集粹》 《第一届湘赣鄂

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

２ ２　 非遗文献价值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一般由政府机构、
文化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统一整理和

统计，文献内容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系统性。 同

时，此类文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手资

料，也是最原始的资料，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详实可靠的

数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产生的文献，几乎

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类型，诸如传统表

演艺术、民俗民间文化、传统手工艺技能等内容。
此类文献主要是用文字真实还原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发展历史、技艺手法、甚至是文学戏剧的

原始素材，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

艺术价值，并且也是抢救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力保障。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论著，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不断探索的中间产物，具有

阶段性、独立创新性等特征以及一定的实用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汇编。 从

２００５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起，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已开展了十余年，在这期间国家制定

并颁布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旨在建立科学、完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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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多方面、全方位地进

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７］ 。 此类文献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和社会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材料及其他文献也

都详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存状态及保护现状，这些文献的产生和

留存，弥补了许多研究资料上的空白和不足，对将

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保护能够提供建设性

和前瞻性的思考和建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３　 国家图书馆非遗文献馆藏现状

３ １　 非遗文献采访现状

目前，国家图书馆共有非遗文献资源六千余种，
类型囊括了专著、学位论文、期刊、舆图、民语文献、
海外中文图书等，既体现出非遗文献采集形式的多

样化，也体现出国家图书馆力求通过多种途径和方

式保存非遗文献相关资源的决心。 如图 １ 所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非遗文献的采访量趋于平稳，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非遗文献的采访数量直线上涨，这一现

象的产生可归为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从文献产

出数量来看，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重视，近年来各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相关单

位等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调研工作

已经趋于成熟和规范，由此产生的普查类文献逐

渐增多；其次，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

渐细化和具体，由此产生的政策法规和研究性文

献也逐渐增多；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

经从国家层面逐渐扩延至基层，非遗传承人以及

广大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主保护意识越来

越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的文献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活动资料逐渐增多。 另一方面，从
文献采选方向来看，非遗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传承

性、文化艺术性和社会科学性也逐渐受到图书馆

界的关注和重视，近些年图书馆加大了针对非遗

文献的采访力度，非遗文献数量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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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国家图书馆非遗文献采访数量

３ ２　 非遗文献资源分布

国家图书馆的非遗文献虽然类型众多，但主

要集中在专著和学位论文，其中专著、学位论文各

占非遗文献总数的 ７８％、１８％，这一现象说明现阶

段专著类文献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传

播方式。 从内容分布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资料数量占 ６２％，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产生

的文献占 ２３％，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论著

占 １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汇编

占 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材料及其他占

２％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的高占比体现

出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和卓有成效，也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

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基础、最直接的方式；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产生的文献位居第二位，
说明在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下，通过图文

并茂的形式记录并长久地保存下来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路径。

３ ３　 非遗文献来源机构

根据国家图书馆非遗文献的购买及捐赠数

据统计，非遗文献主要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新闻出版局、文化相关单位（文化厅、文
体局、文化馆等）、专项研究机构、个人及其他文

化团体等。 如图 ２ 所示，文化相关单位、非物质文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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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保护中心、个人及其他文化团体这三类机

构提供的非遗文献数量较多，分别占文献总数的

３０％、２７％、２２％①。 其中，文化相关单位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产出的非遗普查类资料较多，
并且各家机构也都会产出一定比例的非遗普查

类资料。 个人及其他文化团体提供的非遗文献

种类最多，包括非遗普查类资料、非遗文献化后

产生的文献、研究论著等。 由此可见，在追踪非遗

普查类文献时可以将文化相关单位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重点，再以各类型机构的普

查资料作为补充，保证文献采集的全面性。 此外，
不同机构的各类型文献产出比也有所不同，可以

根据文献来源机构的特点，针对某一类文献进行

有针对性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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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国家图书馆非遗文献来源分布

４　 国家图书馆非遗文献入藏价值分析

４ １　 扩充学科文献馆藏

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均依据《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编目上架，根据非遗文献数据库统计显示，
非遗文献主要集中在 Ｄ 类（政治、法律类）、Ｇ 类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Ｉ 类（文学类）、Ｊ 类

（艺术类）、Ｋ 类（历史、地理类）等大类，涉及中国

法律、地方文化与文化事业、地方剧、民间工艺美

术等 ２３ 个子类（详见表 ２），类目涵盖内容广泛。 从

非遗文献各类占比分析：Ｄ、Ｇ、Ｉ、Ｊ、Ｋ 等类的文献

数量各占文献总数的 ３％、４７％、８％、１２％、２８％。
由此可见，非遗文献中关于文化、历史及艺术类的

文献占比较大，对文化、历史、艺术领域的相关研

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遗文献的入藏不仅可

以更好地发挥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
且对中文文献的全面入藏及文化、艺术、历史类文

献的补充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表 ２　 国家图书馆非遗文献所属主要类目

非遗文献类别 所属大类 所属子类 子类名称

政治、法律类 Ｄ 类 Ｄ９２ 中国法律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 Ｇ 类
Ｇ１２２ 文化专题研究

Ｇ１２７ 地方文化与文化事业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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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此数据来源于国家图书馆非正式出版物馆藏数据库。



续表

非遗文献类别 所属大类 所属子类 子类名称

文学类 Ｉ 类

Ｉ２０７ 各体文学评论和研究

Ｉ２２７ 诗歌、韵文当代作品

Ｉ２３６ 地方剧

Ｉ２３９ 曲艺

Ｉ２７６ 民间文学古代至现代作品

Ｉ２７７ 民间文学当代作品

艺术类 Ｊ 类

Ｊ２２２ 中国画

Ｊ５２３ 织染、服装、刺绣工艺美术

Ｊ５２５ 装饰美术

Ｊ５２８ 民间工艺美术

Ｊ６４２ 歌曲

Ｊ７２２ 各种舞蹈

Ｊ８２５ 地方剧艺术

历史、地理类 Ｋ 类

Ｋ２０３ 文化史

Ｋ２９１ ／ Ｋ２９７ 各省、市区史志

Ｋ８９２ 中国风俗习惯

Ｋ９２５ 区域地理、地理志

其他 其他

Ｈ１７４ 湘语（湖南话）
Ｆ５９２ 中国旅游事业

Ｐ２８５ 专门地图编制

４ ２　 补充非遗文献馆藏

非遗文献所记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具
有传承民族历史、传统手工艺、文学艺术和民族

精神的职能［８］ 。 图书馆也有搜集和保存文献遗

产的职能［９］ ，所以非遗文献理应纳入图书馆搜集

和保存的重点范围，为图书馆文献数量和质量进

行多维补充。 如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

昌瓷板画项目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
又兼容了中国陶瓷艺术的特点，是绘画艺术和陶

瓷艺术的结合。 但由于瓷板画学艺时间长、难度

大，属于民间绝技，瓷板画传至第六代已出现了

后继无人的局面。 而对于此类技艺的文献记载，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中也仅有 ５ 种。 同样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传统戏剧类、民间舞

蹈类等的文献馆藏数量寥寥（如表 ３ 所示）。 若

是能够将此类文献进行全面的采集和系统的管

理，不仅能够对现有馆藏进行补充，并且可以更好

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保障和

支持。

４ ３　 激活图书馆知识组织和管理

非遗文献具有民族性、活态性以及传承性等

特征，它所体现的知识组织特点是关注知识本身

的内容表达与交流。 保存非遗文献，可以激活图

书馆的知识组织活动，通过对已有知识的发掘和

再创造使得根植于民间的民族文化更具活力；通
过非遗文献中有价值和意义内容的组织和提取，
将文字转化为更科学且易于理解的知识，形成知

识上下双向流动的互动机制，使图书馆真正成为

知识交流的文化场所，使文献转化为可以交流和

传递的精神财富［１０］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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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国家图书馆部分非遗文献入藏分析

非遗文献名称 文献类型 中文文献馆藏情况

南昌瓷板画 中国画

共 ５ 种，其中：
正式出版物 ２ 种；

非正式出版物 ２ 种；
港台文献 １ 种。

隆尧秧歌戏 地方剧艺术

共 ４ 种，其中：
非正式出版物 ２ 种；

硕士论文 ２ 种。

垣曲丧葬礼俗 中国民俗习惯 仅非正式出版文献 １ 种。

惠东渔歌———惠东民间歌谣 民间文学当代作品 仅非正式出版文献 １ 种。

稷山高跷走兽 各种舞蹈 仅非正式出版物 ２ 种。

４ ４　 推动图书馆文化服务

冯骥才先生认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人类物质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和宝贵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

命脉，而无形的文化，往往比有形的文化更为重

要” ［１１］ 。 近些年，国家图书馆通过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出版成果展、非遗摄影展、非遗公开课、非
遗讲座、非遗影片展映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活动，宣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提
升了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同
时也推动了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重要职能的

开展。

５　 非遗文献馆藏资源建设

图书馆的任务是通过搜集、整理使文献资料

成为一个有序的集合体，开展知识传播交流服

务、提供文化娱乐活动等［１２］ ，其在文献的采集、保

存、管理和流通上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易于非遗

文献的社会交流和开放获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研究。 图书馆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非遗

文献的采集、保存、整理、利用，全方位开展非遗文

献馆藏资源建设。

５ １　 体系化征集

由于非遗文献的出版形式灵活，文献类型多

样，因而在采访过程中必须探索适合非遗文献自

身特征的资源采集方式，基于固定来源单位并结

合文献自身特征探索体系化的文献征集方法。 由

非遗文献的来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文化相关单位、个人及其他文化团体等是非遗文

献的三大产出单位，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

料体系化特点较为明显。 因而，以某一文献来源

机构为主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可以使

文献征集更具稳定性和系统性。 同时，还可以从

文献来源的纵向征集和文献内容的横向征集着

手，使文献征集体系更具完整性和全面性。 例如，

可将来源机构按照级别划分为省、地级市、市辖

区、县级市、县等逐级进行系统征集。 非物质文化

遗产普查资料则可按内容分为普查项目汇编、田

野调查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进行区块化

系统征集。 此外，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

的文献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可以按照地

域加主题的方式对此类文献进行系统征集，地域

可按照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

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进行划分，文献主题可以分为

非遗技艺类、曲艺类、故事类、民俗类等。 此种征

集方式可以突出非遗文献的地域体系和主题特

征，方便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同时也为采访人员提

供更加清晰的采集方向，使非遗文献的采集更具

针对性。

５ ２　 建立非遗文献专藏数据库

图书馆应依据本馆非遗文献的实际收藏情

况，结合现有主题，规划建设专藏数据库。 下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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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献化后产生的文献为例，对数据库建设进行

探讨。

５ ２ １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数据库

图书馆在系统化征集非遗文献的基础上，应

着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汇编数据库，
例如，可按照行政区划层级划分为省级、市级、区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汇编数据库等，也可依

文献内容划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

数据库、田野调查成果数据库、保护名录数据

库等。

５ ２ 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产生的文献资

料数据库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产生的文献中民

间音乐、传统戏剧、民俗和民间文学这几类文献

占比较大，由此可尝试建立民间音乐、传统戏剧、
民间文学、民俗类文献数据库。

参照文献资源描述和检索的方法，可以根据

某一作品的内容表达、载体表现进行数据库构

建。 以赣剧数据库为例，将赣剧作为一个作品，通
过不同形式的内容表达如赣剧唱腔作品集、赣剧

剧本作品集、赣剧戏曲评论文集等，结合不同载

体表现如纸质资源、电子资源、缩微资源等构建

赣剧文献资源数据库。 以皮影戏数据库为例，将
皮影戏作为一个作品，根据不同地区的内容表达

如泰山皮影、山西皮影、京西皮影、浙江皮影等构

建皮影戏数据库。 以四川省非遗数据库为例，将
该省作为一个作品，通过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内容表达全面构建四

川省非遗文献数据库。

５ ３　 搭建非遗文献资源共享平台

面对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环境，作为承担着文

献资源建设重要使命的图书馆，可以通过搭建非

遗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将不同来源、不同内容的非

遗文献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并提供非遗文献

的检索、交流。 非遗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可分为用

户平台和管理平台。 用户平台可实现：（１）非遗

文献资源检索功能。 用户可通过文献题名、著者、

出版信息、文献类型、关键词等对非遗文献资源进

行较广泛和全面的定位和检索。 （２）非遗文献资

源共享功能。 用户可分享非遗文献资源信息，如
文献出版信息、多余复本信息、文献缺藏信息等，
实现非遗文献的传递、流通、交换等功能。 管理平

台可实现：（１）非遗文献书目信息的整合功能。
对各非遗文献来源单位的非遗文献书目信息进

行汇集和整理，建立非遗文献来源、类型、学科等

主题目录索引。 （２）非遗文献书目数据整合功

能。 对各类型图书馆非遗文献书目数据进行整

合，剔除重复的书目数据，建立规范的非遗文献书

目著录格式，实现非遗文献编目的统一。 （３）非

遗文献统计功能。 通过非遗文献检索量、非遗文

献数量、来源机构、文献类型等统计工作，实现非

遗文献数据分析功能。 总之，通过搭建非遗文献

资源共享平台能够加强图书馆与各个机构之间

的合作，推动用户对非遗文献更加广泛、更加深层

次的利用。

５ ４　 编制非遗文献馆藏目录

目录是揭示藏书的工具，是图书馆藏书情况

的反映［１３］ 。 它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向用户展示

图书馆所藏书籍，便于研究和利用，同时也是梳理

馆藏文献和补充馆藏的重要工具，甚至当藏书目

录与所藏书籍不再具有物理空间上的对应关系

时，仍然可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历史档案而独立存

在。 非遗文献作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具
备编制馆藏目录的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馆

藏目录的编制可以从出版物种类、出版物来源、文
献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区等几方面入手

（详见表 ４），每一种编制方法都依非遗文献本身

的特点而定。 这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

遗文献的查找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能起到

充分揭示非遗文献馆藏和查找缺藏文献的目的。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二

十二条中指出，国家设立国家图书馆，主要承担国

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国家书目和联合目录编制

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开展

图书馆发展研究和国际交流、为其他图书馆提供

８９

·资源建设·



２ ０ １ ８  ３
总第１１７期

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等职能［１４］ 。 国家图书馆以

“中文求全，外文求精”为入藏原则，应当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在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馆藏目

录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加强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单位的合作交流，对所有非遗

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全

国总目。 这不仅有利于更加全面和系统地收藏

文献，而且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做系

统地归纳和梳理，共同打造知识保护和非遗传承

双赢模式。

表 ４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馆藏目录分类及内容

目录分类 目录内容

按出版物种类

图书目录

论文目录

期刊目录

电子资源目录

按出版物

来源机构

政府出版物目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目录

专项研究机构目录

文化馆目录

新闻出版局目录

按文献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后的文献目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著目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汇

编目录

按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地区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目录、山东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目录等

按非物质文化

遗产级别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目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目录

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目录

６　 结语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趋于成熟，非遗

文献作为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

体，其价值日益凸显，同时也是图书馆馆藏资源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非遗文献的征集和

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作为文献资源建设的主要

阵地，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与各相关

单位通力合作，使非遗文献的价值得到充分体

现，为人类文明传承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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