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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遗的传播和保护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场域理论为切入点，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女性传承人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研究其空间分布现状和影响因素。给出善用传播方式、提升非

遗传承人社会地位、发展非遗经济等保护女性传承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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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

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

物①。2008年5月14日文化部审议通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所称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称“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

响力的传承人②。本文明确了女性在非遗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并

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录中女性非遗传承人进行空间分布研究，

分析其影响因素，尝试探索提升女性非遗传承人比例的具体对

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一定现实意义。

1　女性在非遗传播中的特殊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

社会的认可，在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学界也愈发关注非遗

传承人中的女性群体的发展和现状，并肯定了女性独特的生理特

性和心理特质在非遗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功效。张紫晨提出，

女性当中传承者型的人一般说来比男性中的要多，因为女性生活

的世界狭窄，她们每每带有静观生活，留心细微之处的特性，于是

在不自觉中具备了传承者的性格能够比较客观地论人论事③。

江帆总结了女性故事家所具有的特点，将女性对文化传承的作用

提高到显著的位置④。刘诗琦认为以苗族刺绣为载体的女红文

化熏染了苗族女性的勤劳与勇敢、智慧与坚忍的精神品质⑤。正

是由于女性比男性领悟速度更快、更有耐性、形象思维更强、更富

于情感等特征，使得女性在非遗传播过程中占据不可动摇的地

位。在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技艺等非遗项目中，女性传

承人往往比男性的成就更高。在市场经济浪潮高速推进的今天，

新时代女性大胆创新、独立自信的特点能够建构出更具生命力的

非遗作品和文化内涵，同时女性的内聚品质在需要静心和沉淀的

非遗传承活动中更显珍贵。

2　女性传承人空间分布结构的影响因素
国家在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8年先后公布

了五批国家级非遗产项目共3068名代表性传承人。本文中讨论
的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3068人，数据主要通过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整理而来。通过对已公布
的五个批次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按照地区对性别结构进行统计整

理，制作表1。由表1可知：各地区之间的传承人性别构成比例
存在极大的差异。唯一一个入选女性多于男性的地区是黑龙江，

女性入选占该地区入选总人数的51.61％，说明该地区的女性非
遗传承人的文化空间优良。其余地区入选女性均少于男性，吉

林、浙江、江西、广东、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澳门等地区入

选女性均占总入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下，香港地区无一女性入

选。

表1　各地区女性传承人构成表

行政区 女 合计 女/合计

北京 50 191 26.18％

天津 12 42 28.57％

河北 30 149 20.13％

山西 45 150 30.00％

内蒙古 25 82 30.49％

辽宁 17 58 29.31％

吉林 4 22 18.18％

黑龙江 16 31 51.61％

上海 41 120 34.17％

江苏 62 178 34.83％

浙江 29 196 14.80％

安徽 31 119 26.05％

福建 30 143 20.98％

江西 10 70 14.29％

山东 37 104 35.58％

河南 30 127 23.62％

湖北 31 102 30.39％

湖南 31 121 25.62％

广东 18 132 13.64％

广西 16 49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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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女 合计 女/合计

海南 7 19 36.84％

重庆 15 59 25.42％

四川 23 107 21.50％

贵州 29 96 30.21％

云南 28 125 22.40％

西藏 11 96 11.46％

陕西 14 78 17.95％

甘肃 10 68 14.71％

青海 11 88 12.50％

宁夏 5 22 22.73％

新疆 22 114 19.30％

香港 0 3 0.00％

澳门 1 7 14.29％

合计 741 3068 24.15％

　　分析说明：从地域空间来说，女性参与非遗传承活动的比例
不高，但这不能否认女性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发挥的作

用，需要引起关注。下文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女性参与非

遗传承的劣势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找出非遗传承人性别失衡的影

响因素。

2.1场域：女性的实践空间
场域是行为产生的实践空间⑥139。在父权制社会“男主外

女主内”这样的规定下，社会活动空间以性别为分配标准。女性

更被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能抛头露面，否则就会被认

为是不合礼法的。这种场域划分的影响延续到现代社会。性别

构建了男女活动的社会空间，与之相对应，也决定了男女劳动生

活方式。男性被允许外出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女性只能在家里照

顾孩子和做家庭劳务。在传统社会非遗项目是传承人谋生的手

段，多数项目需要在公共场合表演或展示，不能经常出现在公共

场合，所以女性不被认为是非遗传承人的最佳选择。这不仅直接

影响了女性在非遗传承活动中的发挥，还限制了女性传承人传承

活动的范围。性别也直接影响了传统家庭领域的家庭空间格局，

客厅、厨房和清净时刻的房间属于女性，书房、娱乐室和餐厅等属

于男性，女性没有独立的空间供自己进行自身活动，其生活空间

狭小且被挤压。家庭空间界限，使女性活动的范围和自由度受

限，一方面女性没有空余时间去学习非遗项目，另一方面女性非

遗传承人缺乏专门的空间去练习非遗项目。

总体而言，社会活动空间与传统家庭领域的家庭空间格局都

将女性限制于服务家庭的活动，影响了女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过程的参与度，也影响了女性非遗传承人对所持非遗项目的掌

握和传播。

2.2惯习：女性的实践观念
惯习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受自身经验以及社会环

境的影响过程中强化形成的观念及性情倾向，具有一定的持久

性［3］162。正是这种性情倾向将一定的社会结构内化到个人机体

内部，从而形成一定的惯习和对外在现实的约束⑦。在当下社

会，女性的生活实践观念依然受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礼教束缚，女

性外出的穿着、时间、活动范围和陪同人员等都受到社会舆论监

督和限制，这不利于女性空间活动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方式主要有师徒习得、家族习得、社会习得、群体习得等路径。需

要传习者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跟随群体或个人学习。惯习使得

女性受活动空间受限，限制了她们的实践行为，所以需要在非私

密空间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少有她们参与。受“嫁出

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家的人”的思想影

响，传统家庭不愿意在女性教育方面投入过多，再加上重男轻女

的价值观，家庭资源向男性倾斜，导致她们受教育程度有限。受

教育程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女性群体对非遗价值的认知水

平以及对非遗传承活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女性主体意识的缺

失导致她们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以家庭生活为主，对传承非遗的

自觉意识和责任感不强。

2.3资本：女性的实践工具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有三种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

资本，文化资本指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及文化相关的资产［3］189。在

惯习部分对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已经有所分析，文化资本的薄弱使

女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缺乏主体意识。因此，本部分利

用资本的概念主要以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为主对女性参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的劣势进行分析。

女性的社会资本影响她们实践行为。在本部分笔者认为社

会资本是处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等可以换取利益的资产。

前文讲过女性的劳动方式以照顾家庭和孩子为主，没有机会和时

间外出工作创造经济价值，经济上对男性依赖较多，这导致男女

家庭婚姻地位失衡，女性在家庭的决策权弱于男性，难以享受与

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女性经济权利小，自然没有经济能力支持

自己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女性非遗传承人受家庭地

位影响，也没有太多可支配收入投入到非遗技艺的熟练巩固或创

新发展中。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的地区越是如此。

经济资本指所有与经济及经济活动相关获取收益的能力。

区域经济发达与否与地区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经济较发

达地区的人们受到传统你观念影响较小，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

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大。由之前的分析吉林、浙江、江西、广东、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澳门等地区入选女性均占总入选人数

的百分之二十以下，香港地区无一女性入选。对比2018年各省
人均经济指标排名，由表2可知：除了广东、浙江、香港和澳门地
区经济发达外，其余地区经济发张除了吉林省排名14，剩下的都
比较落后。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澳门等地，女性思想较为开

放，获取经济收入的方式也更多样化，相比之下无法带来较大经

济收益的非遗自然不是他们首选的经济活动。

表2　2018年各省人均经济指标排名表
（不含港澳台地区）⑧

排名 地区 人均GDP（美元） 名义增速

1 北京 21188 10.9％

2 上海 20421 8.9％

3 天津 18021 2.3％

4 江苏 1744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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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地区 人均GDP（美元） 名义增速

5 浙江 14907 9.3％

6 福建 13838 13.0％

7 广东 13058 8.9％

8 山东 11525 6.9％

9 内蒙古 10322 9.3％

10 湖北 10079 6.5％

11 重庆 10007 10.6％

12 陕西 9769 13.1％

13 辽宁 9593 10.3％

14 吉林 8748 3.4％

15 宁夏 8175 8.7％

16 湖南 8001 9.0％

17 海南 7851 9.5％

18 河南 7577 9.6％

19 新疆 7567 13.7％

20 四川 7387 11.7％

21 安徽 7250 12.8％

22 河北 7219 7.4％

23 青海 7207 10.5％

24 江西 7193 11.8％

25 山西 6850 10.0％

26 黑龙江 6529 5.2％

27 西藏 6500 11.8％

28 广西 6270 11.1％

29 贵州 6233 10.9％

30 云南 5629 11.1％

31 甘肃 4735 12.2％

3　保护女性非遗传承人的具体对策
由女性传承人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其占比不高，远低于男性

传承人，这也表明女性群体是非遗传承活动的边缘化群体且参与

度低，非遗保护工作对女性群体缺乏关注。要改变女性传承人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比例，就要改变空间的结

构和规划，关注空间的性别化，打破原有空间的性别秩序，让女性

群体在空间获得更多的包容和平等，有助于发挥女性在非遗传承

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因此，现代化背景下研究女性群体参与非遗

传承活动的机遇，可以探索提高女性非遗传承人比例的路径。

3.1善用传播方式
非遗传播实践和传承方式受时代发展限制等原因造成了非

遗传承人性别比例的巨大差异，女性传承人数量远远少于男性传

承人。社会化浪潮的冲击为女性群体参与非遗传承保护提供了

机遇。非遗传播手段和传播实践的变化为传承人的传承行为提

供了多种选择方式，赋予了女性群体参与传承行为的能力。比

如，因为男女生物差异承担较多家庭任务的女性传承人群体，在

从事生产活动和兼顾家务劳动无法安排专门的时间外出参加非

遗项目的传习、展示及表演等活动时，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利用

传播媒介上传非遗项目表演及传习等活动的视频供社会大众观

看欣赏，或者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向社会大众传播非遗文化和非遗

知识。

3.2提升女性非遗传承人社会地位
非遗传承人在传播非遗活动中的作用受到了社会大众的肯

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群体在生活中传播非遗也有一定的

性别优势，因此应该鼓励女性群体加入非遗传承人的队伍，在非

遗传承活动中发挥社会价值。一方面，国家应该充分理解、尊重

和帮助女性非遗传承人，完善非遗传承人的社会保障机制，依法

保障和落实女性非遗传承人在技能培训、生活补贴等方面与男性

非遗传承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女性非遗传承人应努力

提升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能

力，履行传承人义务。再一方面，社会应该创造有利于女性非遗

传承人生存和发展的舆论空间，加大对优秀和杰出代表的宣传推

广力度，提高普通民众的知晓率，强化女性传承人群体在非遗传

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女性非遗传承人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

3.3发展非遗经济
在过去，女性传承人由于要兼顾生产活动和家庭劳务或者以

照顾家庭为主，就使得女性传承人经济来源少，依赖家庭的经济

支持，缺少经济独立。这使女性传承人无法独立开展自己所持非

遗项目的传承活动。如今，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予女性群体根据自

己的特长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女性群体可以有自己的方式传承

和保护非遗。非遗经济具有发展潜力，可以为女性传承人获得可

持续的经济收入，为非遗项目的传承活动提供经济基础。女性传

承人要以传承与保护为首要任务，把握好传承和商业价值开发之

间的度，进行合理的品牌推广和参与消费市场竞争。将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生活之中，打破二者之间的壁垒，为非遗创新发展提供

机遇。这不仅增加了女性传承人参与非遗保护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同时有利于非遗传承实现传承与活化的共赢局面。

4　结语
女性群体在非遗传承活动中的作用不能忽视，要充分认识女

性非遗传承人的价值，改变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

念，深化女性文化主体的地位，挖掘女性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实践的潜力，加强对女性传承人的价值认同。从全国范

围探讨女性非遗传承人的空间分布规律，关注女性非遗传承人的

需求，激发她们的创造活力，利用自己所持有的非遗项目进行活

态传承，让更多女性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中，发挥女性非遗传承

人的价值。

［注释］

①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
北民族研究，2006（3）：114-123，199.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下转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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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冲着济南城就开轰。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下眼见济南城硝烟

弥漫，血流成河，危墙岌岌，朝不保夕了。

危难时刻，英雄本色立显。这个铁铉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大家想得到吗？反正笔者给他三天三夜也想不出的。铁铉居然

命人将朱棣他爸爸———朱元璋的画像高高挂于城墙之上，又亲自

书写了很多数以百计的朱元璋灵牌，分置各垛口。话说这朱棣再

怎么凶残，也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不能冲着他爸爸的灵位和

画像开炮吧？他起兵本来就没有正当理由，千方百计找出个“清

君侧”的借口。如果再炮轰了自己的“老子”，那就太目无法纪、

有失人心了。朱棣做贼心虚，是不会做这种唾弃的龌龊之事情

的。铁铉洞察心理，晓以利害，成功地守住了济南城。

三、光耀千古

铁铉与其他靖难之死节大臣不同的是他在以自己的行动诠

释了什么是忠义。作为一介文弱书生，只是一个负责押运粮草的

后勤官员，他毅然绝然地挑起了扶危济困的国家重担，承担起了

本不属于他的主将职责，可谓是“不务正业”。

其他靖难之役的建文帝一方的忠臣呢？先来看建文帝所依

靠的主要谋臣，其东宫老师齐泰、黄子澄等人。齐黄“二人本书

生，兵事非其所长。”当建文帝向黄子蹬请教削藩方略时，子澄说：

“诸王虽有护卫之兵，仅足自守，朝廷军卫犬牙相制，若有事以天

下之众临之，其能当乎？汉七国非不强大，而卒底灭之者，盖以强

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由此可见，迁阔儒生，不可能在军

事上有什么高见。他们两个人都犯了错误，黄子澄对敌形势估计

和判断一错再错，而齐泰则错在对李景隆这个草包将领的任用

上。方孝儒呢？在建文帝即位后当翰林学士，常对朱允炆灌输孔

孟儒学，颇有“颜、孟、程、朱复出”的名声，并且国家大政事辄咨

之。但是，他对民生利病一无所知，津津乐道地就是如何复古。

在他看来，“古者之世，古庶胜于今，风俗美于今，上下亲洽过于

今，国之盛强且久过于今。”政治上，指素朱元璋“为政以猛”，极

力宣场孔孟“仁政”。经济上，更愚蠢地提出恢复井田制。

铁铉这一形象很好地反衬了建文帝的仁柔少断和朱棣的残

暴无道。他本人很优柔寡断，锐意复古；将不力，臣寡谋，赏罚不

明，将士离心。建文帝这种仁柔孝友的思想正是其致命弱点，这

使他囿于尊尊亲亲之义而无法摆脱。犹豫不决，又使其坐失良

机。另外，建文帝生长于宫掖之中，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可

为典型的一个书生，在军政方面没有什么实际经脸。继位之后，

他召用方孝孺等，走上追怀古代文化的道路。复古成为统治集团

施政的指导思想。

铁铉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可谓影响深远。他坚持王道，忠君

爱国，坚贞不屈，体现了中华民族公正和正义的优秀品质，真是人

如其名，铁骨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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