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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先人留下的宗教文化记忆 

 
 

——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研究员 

 
 

□     本报记者 吴艳 
 
 
      田青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为保护祖先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声疾呼。他深入基层搞调研，四处奔波办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成立后，

他勇敢担当，成为中心主任。近日，本报《宗教周刊》记者对田青进行了专访。 

 
     《宗教周刊》：您能介绍一下与宗教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哪些内容吗？ 
      田青：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的宗教文化除了佛、道、伊、

天、基五大教外，还包括很多民间信仰、少数民族信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很多是跟宗教

相关的。其中包括很多民俗活动、祭祀活动等等。祭祀祖先、图腾、神灵、行业神等并不是什么

封建迷信。拿祭祀行业神来说，反映的是后代对先辈创造性劳动的崇敬，是保证文化传承的一种

有力措施。 

 
     《宗教周刊》：您在组织申报与宗教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遇到了哪些问题？ 
      田青：在组织申报工作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涉及到跟宗教相

关问题，需要政策性的指导。针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遇到的宗教问题，我们计划进行一些研

讨，拟出一些建议作为参考。如果不解决，没有政策，一直会是个障碍。大多数官员几十年来对

宗教问题的不完全了解及出于宗教的敏感性，对宗教问题都很回避。 

      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在稳定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涉及宗教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留下

来的，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没有权力抛弃。 

 
     《宗教周刊》：像您刚才所说，在涉及宗教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分歧。在今

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呢？ 

      田青：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造成宗教文化保护的失利。很多文化都是宗教文化的内



容。离开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政府需要以更明智与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宗教

文化。我们现在在宗教问题上会有越来越宽松和开放的环境，相信大家对宗教文化会有新的意

识，我们对宗教文化的保护会更得力。 

 
     《宗教周刊》：您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田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存在精华糟粕二元论的观点。用二元论看待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机械唯物论，太简单，太粗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被毁坏后是无法弥补

的。因为二元论我们走过一些弯路，也给文化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很多东西在某个时期觉得是糟

粕，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所以，我们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宗教文化，比如五台山佛乐、武当山道乐、少林功夫等，其影响和内涵远远超过了宗教文化

本身，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去掉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

化成分。 

 
     《宗教周刊》：潜藏在民间的跟宗教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还很多，有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会流失，我们如何来看待和抢救呢？ 

      田青：在唤醒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很多文化形

式还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接下来我们想在全国进行地毯式的搜

寻。跟传承方式有关，宗教审美与世俗审美有所不同，世俗追求变和新，宗教里追求永恒。但宗

教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会有所改变，我们需要做的是理清它的变化，尽量追根溯源，保留原始

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形式的不可再生性，我们不能因为一己之见而让他们毁灭。我们能做

到的是站在中立的立场，无论如何先保留下来，其他的待后人评说。如果因为我们一时的偏见而

使一些宝贵的文化形式消失，那我们会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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