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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文化价值

1. 音乐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和体现了人

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活动的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

2. 音乐遗产是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增

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自豪感，促进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3. 音乐遗产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不同

地区、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和对话，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

§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教育价值

1. 音乐遗产是人类文化知识和艺术技巧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

的教育价值，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和学习传统音乐文化，提高音

乐素养和艺术欣赏能力。

2. 音乐遗产可以作为音乐教育的教材，帮助音乐教育工作者培

养学生的音乐兴趣，提高学生的音乐技能，增强学生的音乐审

美能力。

3. 音乐遗产可以作为音乐研究的素材，帮助音乐研究人员探索

音乐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揭示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社会

文化之间的关系。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经济价值

1. 音乐遗产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吸引游

客前来参观和体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 音乐遗产可以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素材，激发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创造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增加就业机会。

3. 音乐遗产可以作为音乐版权的来源，为音乐版权所有者带来

经济收益，促进音乐产业的发展。

§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社会价值

1. 音乐遗产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促进不同社会群

体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增强社会凝聚力。

2. 音乐遗产可以作为社会教育的素材，帮助人们了解和学习传

统文化，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促进社会文明和进

步。

3. 音乐遗产可以作为社会心理治疗的素材，帮助人们缓解压力、

放松身心、减轻心理负担，促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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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认知偏差

1.对音乐遗产重要性认识不足：一些人认为音乐遗产是过时的、

不重要的，没有意识音乐遗产对文化传承和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性。

2.对音乐遗产的价值过于狭隘：有些人认为音乐遗产仅限于古

老的、传统的音乐形式，忽视了现代音乐、流行音乐的价值，

也未关注音乐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3.缺乏对音乐遗产的整体思维：有些人只关注音乐遗产的某个

方面，如音乐本身，而忽视了音乐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自然

遗产的关系，以及音乐遗产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资金不足

1.政府资金投入不足：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需要大量的资金支

持，但政府对音乐遗产的资金投入往往不足，导致音乐遗产保

护与传承工作开展困难，使得音乐遗产保护和传承难以有效开

展。

2.社会赞助和个人捐赠缺乏：社会赞助和个人捐赠是音乐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资金来源，但目前社会赞助和个人捐赠的规

模和数量都还很有限。这导致音乐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难以获

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3.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经济效益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一些人

认为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没有经济效益，因此不愿意为音乐遗

产保护与传承提供资金支持。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技术问题

1.音乐遗产数字化保存技术不够成熟：音乐遗产数字化保存技术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数字格

式的不统一、数字音质的损失、数字数据的长期保存等。这些问题都制约了音乐遗产的数字

化保存和传承。

2.音乐遗产数字化保存设备和技术成本高：音乐遗产数字化保存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包括

设备、技术人员、保存媒介和存储空间等。这些成本都制约了音乐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和传承。

3.缺乏专门的音乐遗产数字化保存机构：目前，专门的音乐遗产数字化保存机构还比较少。这

导致音乐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和传承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也缺乏专门的技术力量和资金支

持。
§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传承人流失问题

1.音乐遗产传承人年龄老化：许多音乐遗产传承人已经步入老龄，甚至去世。这导致音乐遗产

的传承出现了断层，使得许多音乐遗产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2.音乐遗产传承人流失严重：由于经济、就业等方面的原因，一些音乐遗产传承人放弃了传承

音乐遗产的事业，导致音乐遗产传承人流失严重。这导致音乐遗产的传承更加困难，使得许

多音乐遗产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3.音乐遗产传承缺乏吸引力：一些音乐遗产传承人认为音乐遗产传承没有前途，也没有经济效

益。这导致音乐遗产传承缺乏吸引力，使得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音乐遗产传承事业。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政策法规不完善问题

1.缺乏专门的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法律法规：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法律法规。这导致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缺乏法律保障，音乐遗

产面临着被破坏、被忽视、被遗忘的危险。

2.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法律法规对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支持力度不够：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法律法规对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支持力度不够，

没有明确规定音楽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标、任务、措施和资金投入等。这导致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缺乏政策支持，音乐遗产面临着被破坏、被忽视、被遗

忘的危险。

3.缺乏对音乐遗产保護与传承的监管机制：目前，缺乏对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监管机制。这导致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缺乏监督，音乐遗产面临着被破坏、

被忽视、被遗忘的危险。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国际合作
问题

1.缺乏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制：目前，缺乏专门的国际合作平

台和机制来促进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导致音乐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缺乏国际合作，音乐遗产面临着被破坏、被忽视、被

遗忘的危险。

2.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国际合作存在障碍：音乐遗产保护与

传承的国际合作存在着许多障碍，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法

律障碍等。这些障碍制约了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国际合作，

音乐遗产面临着被破坏、被忽视、被遗忘的危险。

3.缺乏国际合作的资金支持：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国际合作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目前国际合作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这导致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国际合作难以开展，音乐遗产

面临着被破坏、被忽视、被遗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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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法规

§ 我国音乐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概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2年修改）中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修改）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

了详细规定，强调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1年修改）中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出了规定，保护了

音乐作品的作者和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 音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政策支持，

1. 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如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音乐遗产保护和传承项目，文化部和地方政府支持音乐遗产保护和传承等。

2. 国家通过提供政策优惠，鼓励民间力量参与音乐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如税收优惠政策和金

融支持政策等。

3. 国家通过制定政策措施，保护音乐遗产的传承人，如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补贴和荣誉，并建

立传承人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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