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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的文化组成环节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

一点上，相关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实现了

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精神文化与生活智慧的合理归纳，

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其通过民间艺人口教心授的

渠道进行传承，从而有效实现了生活与生产智慧的合

理积淀，从而有效实现了固有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提升。

基于此，研究人员表示，为了进一步实现我国艺术研

究工作综合水平的提升与完善，相关研究人员在对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同时应积极做好对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有效关注，从而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先进

社会背景下可以得到合理的发展与繁荣，从而对我国

文化艺术的“齐步走”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总的来看作为重要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之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水平具有重

要的影响。基于此，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

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不断提升，从而

有效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界定问题上，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可以将其简要归

纳为世界人族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世代相传并

作为本民族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表现形式、文

化事物以及文化开展场所。具体来说，其可以分为传

统礼仪习俗、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美术、音乐、

书法、舞蹈以及曲艺等）、口头文学、传统游戏与体

育活动以及其他事项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艺术价值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艺术价值的本质在于其在

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较强艺术有效性。对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言，作为中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艺

术形式，该艺术可以被视为不同民族的人民群众在不

同时代对社会进行改造后形成的智慧的结晶。因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大量的民族文化。总的来

看，对于我国而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普遍渗透了

大量的道家、佛家与儒家思维形式。例如，在书法与

绘画艺术中，不同的作品风格中往往蕴含着作者的品

行与价值观念，因此，通过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有

利于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实现对于作者的合理理解与

认知，对于民族艺术精神的有效提取与合理传承具有

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对于民族艺术要点的研究具有积

极的推动价值。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表示，通过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调查与探索，有利于进一步

帮助社会公众实现对于不同艺术形式中民族精神文化

内涵的有效表述，对于社会公众审美能力的提升与改

良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引导下，有利于实现民族精神文化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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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不断发展与深入，我国社会各界对于文化事业均表现出了较高的关注，

从而合理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有序开展与落实。总的来看，作为重要的文化继承与发展形式之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的一种人民群众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生产与生活方法的总称。

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艺术价值，因此，在文化艺术发展工作中，为了更好地推动我

国文化艺术工作的综合水平，相关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从而为现代艺术的全面发展

提供强劲的动力。本文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与探索，旨在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

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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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应用，对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质朴与单纯的艺术价值

研究人员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且作为重

要的艺术价值在于其具有较强的质朴性与单纯性，可

以有效引导文化艺术工作者实现对于文化艺术“本源”

的分析。总的来看，就目前而言，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大量新兴艺术形式得到了出现与发展，然而，由于受

到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多数艺术工作者往往难以合

理实现对于单纯质朴的原始心理追求的关注，进而导

致艺术形式偏离了其发展的本质。基于此，研究人员

表示，与当今的社会艺术形式相比，通过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引入与应用，研究你热源可以有效实现对于祖

先原始印记的探寻，从而实现返璞归真这一心理诉求

的发展与优化。在这一点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均

实现了对于原始心理追求的分析与探索。例如，羌绣、

木版年画以及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形式中均有

效实现了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原始情感要素的合

理传承。因此，通过对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进

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索，有利于帮助文化艺术工作者实

现对于相关内容的有效分析。例如，在西北民歌《花

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中通常包含了神话传说、

人文历史故事、天气水文以及日常生活情感等多种因

素，在吟唱的过程中，通过节奏的起伏，海量的情感

得到了充分的宣泄，从而有效实现了西北淳朴民风的

合理展现。在这一问题上，大量研究表示，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所独有的“灵

魂”的形成，因此，积极做好相关艺术的发掘与传承，

对于我国艺术形式的进一步具有积极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

研究人员表示，从发展的角度分析，通过积极做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研究人员可以有效

实现对于当代艺术的合理发展与分析，研究人员可以

进一步实现对于相关内容的合理分析与探索，进而为

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指导。大量数据显示，文

化艺术的发展往往呈现出螺旋式升高的特征。在这一

过程中，通过艺术家对于文化艺术的质疑，有利于引

导其针对相关艺术形式进行自主的分析与探索，对于

文化艺术研究工作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价值。与此同时，

通过数据研究工作的开展与落实，有利于实现新时代

元素在艺术形式中的应用，对于艺术发展途径的多元

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总的来看，作为重要的艺术

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较为“遥远”，因此，

对于对该艺术形式进行分析与要就，有利于为当代艺

术家进一步实现灵感的合理供应，对于我国当代艺术

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研究人员

表示，通过研究工作的合理分析，相关工作人员可以

有效实现对于相关内容的有效分析，从而有利于实现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我国当代艺术形式的进一步

发展与探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在这一艺术文化

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于文化要点

的合理分析，对于文化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与价值。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辅助文化知识的研究

总的来看，文化艺术是人民群众在对客观社会进

行改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的相关知识要点的总和。因

此，为了合理实现对于相关内容的分析与探索，研究

人员可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析而进一步实现

研究工作的有效深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所蕴

藏的广博的民族文化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与认知，有

利于实现我国民族文化知识的合理传承，对于我国文

化事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通过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有利于实现对于先进民

族文化知识与相关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后者的进

一步发展与繁荣具有良好的促进价值。在这一问题上，

通过大量研究实践表明，通过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作的开展与落实，我国大量文化事业得到了合理

的发展，从而为研究工作综合质量的提升与优化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公众与高

校文化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

有利于帮助其进一步实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

理解与认识，对于研究工作综合质量的优化具有积极

价值。此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带动下，有利

于在新时期合理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与稳定，对

于文化归属感的提升与强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

实现我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于西方文化合理吸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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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的开展，从而提升国家综合文化能力水平。

【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研究人员表示，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在此过程中，为了有效应用西方文化渗透所带来的影

响，我国应积极做好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从

而进一步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以便实现人民群

众文化艺术自豪感的强化。为了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积极做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继承已经成为

了当前摆在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大

量实践表明，作为人民群众改造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

种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俱来即具有较强的

文化艺术属性。因此，为了有效推动当代文化艺术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与优化，应积极做好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深入分析，从而实现文化精髓与要点的提炼，

以便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合理的弘扬，为我国民

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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