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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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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非遗档案与中华文脉相伴而生、休戚与共。深入探讨了非遗档案

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的互促关系。新时期，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共同服务于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等

国家文化战略，在传承创新中凝聚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

不竭动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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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物质载体和历史见证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以下简称“非遗档案”）不仅记录了

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更为赓续中华文脉提供了宝贵资源。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关键时期，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文明赓续与发扬，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非遗档案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凝聚着延续历史文脉、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力量。从文化自信视角来看，发掘非遗档案的深层价值，提

升非遗档案的传承质量，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非遗档案的活化传承仍面

临诸多挑战 [1]。一方面，非遗档案的整理与保护亟待加强，大量珍贵档案资料面临损毁和流失风险；另一方面，非遗

档案的传播与利用有待创新，社会公众对非遗档案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不高。如何破解非遗档案文化传承面临的困境，

深入挖掘非遗档案的丰富内涵，使其在赓续中华文脉中真正发挥作用，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深入研究非

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的关系，有助于推动文化自信、赓续文化血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提供新路径与新动力。

1  中华文脉赓续对非遗档案文化传承的推动作用

1.1  中华文脉赓续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坚实底蕴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题和基本线索，中华文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 [2]。

它既是中华民族恒久稳固的精神根基，更是引领中华民族勇毅前行的思想源泉。非遗档案文化传承因根植于中华文

明的精神底蕴，方能焕发持久生命力，并为当代社会提供智慧启迪。

一方面，中华文脉的深厚积淀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富的价值内核。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与主流价值在

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变迁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韧性，形成了涵盖仁爱友善、包容开放、勇于创新等在内的文化品格。

这种世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为非遗档案中技艺、知识、礼仪、制度等多元内容注入了丰富内涵，进而在

价值取向方面体现出高度一致性。正是基于这一价值内核，非遗档案才得以跨越时空与地域限制，在时代变革中始终

坚守文化根脉，彰显独特魅力。

另一方面，中华文脉所蕴含的精神品质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不竭动力。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同时

期、不同群体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交相辉映，共同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和精神气质。这种伟大的民族

精神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成为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坚实支柱。非遗档案文化蕴含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基

因，其根植于民族精神的土壤，又通过创造性转化反哺这一精神。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厚的天下情怀，

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了不竭动力，使得珍贵技艺和智慧结晶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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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华文脉赓续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注入强大动力
新时期 ,赓续中华文脉并非简单复制与机械重现，而是立足优秀传统、着眼时代需求，在守正创新中续写新的辉

煌篇章。中华文脉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指引和现实动力。

一方面，中华文脉的赓续创新，为非遗档案提供了宽广的价值立场和现实关怀，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华文脉赓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

调共进 [3]。这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指明了新方向，即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同时立足时代需求，挖掘非遗档案资源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价值。非遗档案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如何更好地服务大众文化需求、助力美

好生活建设，已成为新时期非遗档案文化传承的时代课题。

另一方面，中华文脉的赓续创新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新时期中华文脉赓续创新发展体

现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显著提升。这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搭建了广阔舞台，提

供了强大支撑。文化强国战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走出去等重大部署，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创造了良好的制度

环境和发展机遇。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现代技术手段，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在文化体

制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1.3  中华文脉赓续推动非遗档案文化传承走向未来
非遗档案文化传承应立足当下、放眼全球、着眼未来。新时期，中华文脉的赓续，正成为推动非遗档案文化传承

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中华文脉赓续推动非遗档案文化传承、增进民族认同、促进文化交流。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和而不同、兼

收并蓄，追求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实现和谐统一。中华文脉所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理念在非遗档案资源中

有着丰富体现 [4]。通过挖掘、保护和弘扬非遗档案文化多样性，可以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的包容品格，增进不同族

群、不同地域间的理解互信，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提供坚实基础。非遗档案也为中外文化交

流提供独特视角，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传播人类文明互鉴共荣的理念。

另一方面，中华文脉赓续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注入鲜明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憧憬。中华文脉在历史传承中不断与

时偕行、发展创新，始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非遗档案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样需要着眼现实、立足未来，运

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中彰显非凡活力。非遗

档案文化传承还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和盲目开发的做法，在代际传承中注重当代价值和未来

效益，推动文化遗产在不断积淀和发展中实现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发展。

2  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的互促关系

2.1  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是中华文脉赓续的现实路径和有效载体
中华文脉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独特文化基因。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呈

现，非遗档案不仅忠实记录了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轨迹，更以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形式，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

在新时期，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正是中华文脉赓续的重要路径和有力支撑。

一方面，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是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发扬的重要途径。非遗档案中的传统知识、价值理念等架起

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记忆载体，非遗档案将中华文明转化为可感知、可把握的文化符号和价值

内涵。系统整理、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非遗档案，既能有效避免文化断层的出现和精神迷失的蔓延，又能让历史智慧

薪火相传、文化根脉生生不息。

另一方面，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为中华文脉赓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物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

提。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积淀、创造的文化正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灵魂和动力。非遗档案中蕴含的传统技艺和

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产生活实践的真实再现。从冶铸农耕等生产性技艺到服饰祭祀等生活性技艺再到文

学艺术等审美性技艺，都展现了中华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追求。以非遗档案为线索可以看出物质

如何影响和改变精神，又是如何受精神的支配和引领，从而从整体上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

辩证法则。

2.2  中华文脉赓续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
一方面，中华文脉所倡导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中华文脉所彰显的以

人为本、崇尚和谐、开放包容等价值理念，正是非遗档案文化传承得以持续推进的精神源泉。非遗档案不仅记录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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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更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发展演进过程中趋利避害、革故鼎新的文化自觉和价值选择。

正是在中华文脉赓续的推动下，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才获得持久的内生动力，在服务当代、启迪未来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中华文脉的赓续发展为非遗档案文化传承提供了鲜明的时代方向和路径指引。中华文脉在历史长河

中始终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主要源于其既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非

遗档案文化传承同样需要立足时代、着眼未来，在服务当代、造福人民中彰显非凡活力。新时期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中华文脉赓续的鲜明主题，又是非遗档案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丰富多样

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形态，都需要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中汲取丰富营养。挖掘非遗档案中

蕴含的教化思想、道德规范，并对优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

文明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2.3  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
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中华文明绵

延数千年而不断、薪火相传的伟大奇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呈现出新的时代

内涵和实践要求。

首先，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历史根基和现实养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文化自信的坚

实基础正是植根于中华大地、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档案忠实记录和再现了中华文明演进

发展的历史图景，中华文脉在传承弘扬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二者共同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积淀了丰厚

底蕴，提供了不竭动力。

其次，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非遗档案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记录保存功能，更能够为我们认识传统、理解当下、开创未来提供重要启示。中

华文脉要在当代赓续创新，要求我们必须立足时代、回应现实，既不能简单复古，也不能盲目排外。非遗档案文化的

活态传承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入发掘非遗档案的现代价值，创

新非遗档案的传播利用方式，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有力的文

化支撑。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优势。非遗档案真实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生产生

活、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是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物证。中华文脉始终强调和而不同，坚持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价值追求。非遗档案文化传承与中华文脉赓续的融通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

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文化旗帜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认识和尊重非遗档案文化的多样性，在文化交流互鉴中促进民族团结，贡献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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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 and Perpetual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Archives and Perpetual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FU Hongmei

(Chongqing College of Science and Creation, Chongqing 402160)

Abstract: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are accompanied by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share weal and woe.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mutual promo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and the 
perpetual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era,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and the perpetual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jointly serve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ies 
such a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power, gather the value consensu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provide inexhaustible impetus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words: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inheritance; 
perpetual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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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novation of Archival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novation of Archival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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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00)

Abstract:Abstract: Archival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hil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focusing on the dimensions of 
archival protection, such as cataloguing, restoration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innovating the 
compilation style, expanding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nov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deepening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the value of archives can be releas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revit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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