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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1.1 什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簡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3

年 10 月 17 日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簡稱《公約》）。 

在《公約》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各方面： 

（1）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 

（2） 表演藝術； 

（3） 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 

（4）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5） 傳統手工藝。 

 

中國政府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於 2005 年 3 月 26 日通過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

報評定暫行辦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

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

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製品等）和文化空間（即定期舉行傳統文化活動或

集中展現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場所，兼具空間性和時間性）。 

在文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各方面： 

（1） 口頭傳統，包括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 

（2） 傳統表演藝術； 

（3） 民俗活動、禮儀、節慶； 

（4）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 

（5） 傳統手工藝技能； 

（6） 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1.2 世界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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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原來世界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確定把非

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保護對象。1989 年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民間

創作建議案》。至 1997 年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宣佈人類口頭和非物

質遺產代表作申報書編寫指南》，界定了「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含義，基

本上沿用了對「民間傳統文化」的定義。 

至 2003 年 10 月 17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32 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

遺產公約》。該公約詳細地界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及涵蓋範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舉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1 至 2003 年間先後公佈了三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

表作，下面舉出其中一些例子： 

 

 

1.3 中國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國政府正

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批准決定。2005 年 3 月

26 日，國務院辦公廳頒發了《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

明確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要意義、工作目標和指導方針，要求建立

國家級和省、市、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

具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該意見書附件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作評定暫行辦法》。同年 12 月 22 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加強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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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工作的通知》，要求積極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使文化遺產得到更全面

的保護。 

2006 年 5 月 20 日，國務院批准文化部組織專家所確定的名單，並公佈《第一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此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兩年公佈一

次。 

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香港傳統活動 

目前，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香港傳統活動共有十二項，包括： 

1 粵劇 

2 涼茶配製 

3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4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5 大坑舞火龍 

6 長洲太平清醮 

7 全真道堂科儀音樂 

8 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 

9 黃大仙信俗 

10 古琴藝術（斲琴技藝） 

11 香港天后誕 

12 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 

 

1.4 香港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香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 

特區政府於 2006 年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香港文化博物館內設立了非

物質文化遺產組(非遺組)，以執行《公約》要求的具體工作。 

特區政府於 2008 年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簡稱非遺諮委會），並於

2009 年 8 月委聘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進行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

普查工作於 2013 年年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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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 2013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月 9 日展開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後，將建議清

單項目由 477 個增至 480 個，並於 2014 年 6 月公佈為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

清單。2015 年 5 月，康文署將非遺組升格為非遺辦事處，進行確認、立檔、研究、

保存、推廣和傳承非遺的工作。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按照《公約》的五個類別，納入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 480 個項目分佈

情況如下： 

 

政府將根據普查結果和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在諮詢非遺諮委會的意見後，

制訂和加強保護措施，也會定時更新清單項目。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 2017 年 8 月 14 日公佈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代表作名錄），涵蓋共 20 個項目，為政府提供參考依據，就保護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具有高文化價值和急需保存的項目，在分配資源和採取保

護措施時訂立緩急先後次序。下是 20 個項目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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