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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 

在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的致辞 

2007 年 8 月 9 日 

 土著知识体系既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重要构成要素。大部分土著人民都承认文化与自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他们的世界观与教科文组织保护并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努力

显然产生了共鸣。这也是令世界各地许多土著民族日益关切的一个问题，是

他们最近呼吁“不失特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 

 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是一个好时机，藉此之机国际社会可以考虑土著

人民的观点与愿望，特别是他们如何顺应我们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非物质遗产，特别是通过传播土著知识体系和文化表现方式来保

护非物质遗产，与土地使用、自然资源管理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难以割

断的联系。这一点已为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所确认。该论坛今年 5 月的

届会专门讨论土著民族享有“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的权利问题，这一专

题颇具争议并有着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景观、圣地、

水资源以及以参与性方式编制土著文化资源地图方面率先开展了各种活动，

这说明本组织关心这个适时提出的问题。此外，迄今为止，已有 35 个国家

的 55 个以上“文化景观”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不过，教科文组织在使全世界进一步了解土著问题方面最独特的贡献

是其制定准则的活动。教科文组织 2001 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具体涉及土著人民的权利（第 4 条），而且该宣言的行动计划呼吁“尊重和

保护传统知识，特别是土著人民的传统知识”；“承认传统知识在环境保护

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作用；发挥现代科学与民间传统知识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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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又通过了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它们也同样会对土著人民产生积极影响。2003 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于 2006 年 4 月正式生效，它对土著人民国际日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该公约的序言不仅提醒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源泉，是可

持续发展的保证，而且还具体提到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欣喜地看到，这项公

约的最初几届理事机构会议--缔约国大会和政府间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在制

定使这个重要条约得以实际运作的综合实施指南方面取得了进展。 

 至于第二项准则性文书，即 2005 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

性公约》，随着这项公约于今年 3 月生效，我们又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实际

上，这一事件标志着我们履行了《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行动方案》

（2005--2014 年）第 14 段规定的任务，该段鼓励所有相关行动者为推动各

国通过并批准公约作出努力，“确保土著人民有权在公平的环境中创造和传

播他们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及他们的传统表现形式，使他们在未来能够从

中获益”。公约的最高机构缔约方大会在今年 6 月首次召开会议，而政府间

委员会将于 12 月开始制定实施指南，从而确保以最高的效率实施该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项公约再加上著名的 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构

成了教科文组织保护各方面文化多样性的法律框架基础。 

 教科文组织还十分重视促进多种语言的使用和保护濒危语言，这是大

部分土著民族的一个根本问题。目前，估计世界上有 3 亿至 3.5 亿土著人，

他们占世界总人口的大约 5%。可是，他们却分布在六个大陆的 70 多个国家

中，共有 5,000 多种语言，即占据信现存语言的近 75%。 

 土著语言有助于传承文化体系，表明整个民族的世界观、特性和具体

特征。此外，它们还传递着不可替代的传统、知识和秘诀。不过，进入二十

一世纪后，由于现代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变化过程，以及由于对于土著语

言的保护和促进所给予的支持不够，它们的生存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专家

告诉我们，在如今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语言濒于消亡。 

 为保护濒危语言，教科文组织发起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活动，例如《教

科文组织世界濒危语言地图》和 2003 年《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

语言的建议书》。最近，教科文组织的几个部门对有关语言的计划进行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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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最终制定出本组织新的促进语言多样性的跨部门战略。最后，2003 年

的公约承认语言在表述和传播非物质遗产方面的基本作用，而 2005 年的公

约则认为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总之，我要感谢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土著人民组织和联合国土著问题

常设论坛，它们在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初期阶段相互配合得越来

越好。我支持它们继续与教科文组织并肩努力，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

的原则顺利写入所有发展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第二

个十年的各项目标并将公开声明的“不失特性的发展”理想变为现实。 

 松浦晃一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