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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解读湘西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转型背景下湘西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并提出了其资源

个性化开发的建议。湘西传统文化在资源有机更新与发展的内动力，经济效益的吸引力和城镇化、社会经济现代化

的外推力的综合作用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型，呈现出商业模式化、产业集群化、经济利益化、开发规模化等趋势，

表现出节目化、日常化、大众化、标准化、商品化、趋同化、产品化、规模化等现代特征。研究认为，可通过识别

湘西传统文化基因、展示个性文化资源、建设专题博物馆、构建传统文化补偿机制、完善开发体系等途径，实现其

资源的个性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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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各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累与沉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依托，极富保护与传承价值[1]。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了传统文化景观的破坏、基因的丢失和

文化遗产的流失，传统文化及其景观急剧损毁[2-4]。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转向的热点之一。正确处理好传统

文化现代转型及资源保护与个性化开发的矛盾，更是转型期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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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功转型是其首要问题[8]。而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并非彻底抛弃传统，

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9]。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10]、特色资源[11]、文化精神[12]、民族特色[13-15]等个性

化特色元素是其在社会、经济、文化转型大背景下实现文化资源持续开发的重要抓手。桑林以淮阳泥泥狗为例，从民俗学、社

会学角度，对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尴尬进行了批判和分析[13] ；李锦发调研了麻栗坡县猛铜乡丫口村壮族民

间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传承及保护现状[14]；陈崇凯论述了藏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16] ；赵泽洪以仇族猎头习

俗为例，探讨了其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中存在的问题[17]；黄筱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探讨了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困

境及措施[18]；张丽璇、原丽红、朱学军等从全国宏观层面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性，提出了转型的基本思路[8,10-11]。

已有研究大部分侧重运用案例分析[13-14,16-18]、逻辑思辨[8,10-11]等方法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性[8]、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困境[11]、

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趋向[13]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19-21]等进行探讨。而关于传统文化转型的现代特征、转型的动

力机制、转型的趋势及其资源个性化开发思路的系统研究，却不多见。 

湘西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湘西大开发等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文化

的现代转型，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且研究成果已涉及到民俗学[22]、旅游学[23-24]、文化学[25-28]等视角的探讨。本研究在已有相关

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综合运用实地调研、结构式访谈、专家咨询等方法，探讨转型背景下湘西传统文化的现

代性特征及其资源个性化开发问题。 

1 湘西传统文化内涵的厘定 

本研究所指的湘西地区是指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和张家界市，地处武陵山区，是沅水、澧水上游的主要流经地，属中国由

西向东逐步降低第二阶梯之东缘，历来为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多民族的世居地，是湘西多元传统文化景观的保留地。 

对于“湘西文化”内涵的界定，有如下几种说法。① 湘西文化是土家族文化或巴文化[25]。湘西特别是湘西北从古就是土家

族的发祥地，民族迁徙中流人五溪的巴人和五代时迁人湘西的江西彭氏同当地最早的土著居民融合成土家族。② 湘西文化是苗

族文化或巫文化[25,29]。湘西是苗族主要集居地之一，以腊尔山为中心一直是纯苗区，且苗族是湘西地区保持民族特性较多的一个

少数民族，言湘西必言苗族，苗族文化成了湘西文化的代名词。③ 湘西文化是荆楚文化或楚文化[25,26]。楚文化源远流长，是南

方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自然内含湘西文化，湘西文化是因特殊的历史机缘长期以活化石形态遗存于辰沅民间的巫风特盛的

一支楚文化。④ 湘西文化是以巫文化、巴文化为主干，巫、巴、华夏文化三者合流的特定地域的楚文化[25,27,29]。湘西境内澧、

沅两大水系正是土家族和苗族的生息繁衍之地，巴、巫文化占主导，随着汉人陆续进入湘西，把华夏文化融汇入以巫、巴文化

为主流的这支楚文化之中。⑤ 湘西文化是以土著文化为潜流，以楚文化为主流，以巴文化为干流，以汉文化为显流的多元一体

之地域文化[27] 。湘西土著人创造了土著文化，但这种文化在湘西文化大格局中至今影响甚微；由于特殊地理人文环境，湘西文

化至今仍保留较多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的文化遗留，楚巫文化尤盛，而在湘西土家族活动的澧水流域与沅水支流酉水、武水流

域，巴文化影响较大，从而巴文化与楚文化混融成巴楚文化；汉文化作为湘西文化的显流主要是对少数民族上层文化发生过较

多影响。⑥ 湘西文化的根在山，源在水[28]。山和水是形成湘西的最鲜明特点，武陵山是湘西的地表载体和外在形态，水是湘西

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武陵山是湘西文化扎根之地，沅水与澧水是湘西文化最直接的源头。⑦ 湘西文化是一种附魅文化，保留

着较多的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阶段歌舞祀神的巫风，在价值取向上有其文化小传统的特点[29-30]，巫风尤盛、宗族意识强烈、感情

色彩浓重。 

参考已有观点，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湘西传统文化是一种在汉文化、土著文化、荆楚文化、巴文化、附

魅文化等综合作用下，具有山区多民族聚居历史特质的综合性多元区域文化，是湘西地区多民族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

传递下来的物品、观念、制度、理念、行为、风俗、习惯、建筑、思想、代表人物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

活动及其相互结合的产品，具有文化性、历史性、民族性、区域性、综合性及山水性等特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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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湘西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分析 

2 . 1 湘西传统文化的地域特征及开发价值 

2 . 1 . 1 文化资源种类多、原生态保持相对完好，有利于现代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 

湘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由于地处偏远，较为封闭，加之经济上欠发达，文化资源受外界

影响和现代生产力破坏相对较小，文化留存较具原生态，民俗民风原汁原味，是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土家族、苗族文化保

存最完整、表现最鲜明的地区之一，具体反映在其节日文化、祭祀文化、歌舞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和居住文化等方面[31]

（表 2 ) ，有利于现代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 

 

2 . 1 . 2 文化历史积淀深厚、品味等级较高，为现代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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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在国内外独树一帜，其厚重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奇的山水风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形成了神秘湘西文化品牌。比如，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凤凰古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溪州铜柱和老司城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蜚声中外的南方长城印证了苗疆历史；始建于唐代的黄丝桥古兵营是全国保留最完

整的古城之一；价值连城的里耶战国古城和秦简被誉为“生动地复活了秦王朝历史”；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遗址等革命老区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历史：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系统”统计，湘西地区拥有

一大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各类文物点、古建筑、旧

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夏、商、周、战国、秦、汉等历朝历代均有文化遗址留存（表 3 ）。 

 

2 . 1 . 3 社会娱乐审美特征显著，具备现代可开发性 

湘西传统文化不直接以征服自然、积累财富为目的，而以趋乐求美为主旨，其社会娱乐审美特征十分显著，且来自于民间、

流行于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自然本底，可参与性强，具备可开发性。① 武陵山、沅水、澧水及其分支构成了湘西地区

的自然山水文化本底，可使游客怡然自得，为人类心灵之美创设了一种良好的自然心境，适宜发展自然生态文化之旅及相关休

闲、养生、体验等为主题的旅游度假活动。② 湘西地区的民族歌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刚强武勇、形式简朴、粗犷大方矫健、

民族风格浓郁，可陶冶人们的艺术审美情趣，极具科普研究教育、体育健身及旅游开发价值。③ 土家族、苗族等的生活用品及

服饰文化折射出极具原生态的审美意识，多以白色或黑色土布为底，用各种颜色线绣成图案表现在帕子、腰带、帐帘、衣裤、

床单、枕头等纺织品上，具有观光和特色民族服饰产业开发价值，对于现代服饰的创新创意也具有借鉴意义。④ 特色民俗表达

了湘西民族对自由的热爱和倾心，比如土家族的赶仗一是为了猎食野兽，二是娱人娱神（纪念猎王“禾撮”) ，是很有趣味的

狩猎娱乐活动，蔚为壮观。 

2 . 1 . 4 宗族群体观念深厚，利于和谐社区建设 

湘西地区村寨多为同源集居，社区利益与宗族利益几乎是统一的，以宗族为中心的群体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而宗族本身具

有的内在血缘关系的一致性更加深化了这种观念。常把帮助邻里、他人看作是自身应尽的义务，比如一家建房、全寨出力，一

家有难、八方支援等，表现出极强的群体意识。在其传统观念中，群体是神圣的，是远高于个体的现实存在。个体必须归附于

群体才具有生活的意义，脱离群体必然澧受鄙视，甚至难以生存，个体心理上也会受到重大创伤。加之群体性歌舞祭祀等活动

的开展，更加强化了这种宗族群体观念。宗族群体的依附感和归属感，促进了湘西地区自身的和谐稳定发展，同时对当代和谐

社区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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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湘西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2 . 2 . 1 湘西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 

在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及城镇化进程中[2-4]，湘西地区虽然拥有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但仍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

阶段，在经济效益的吸引力，城镇化、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外推力，以及传统文化资源自身有机更新与发展的内动力等的综合影

响下，湘西传统文化出现了转型[22]。在参考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8,11,13-14,19-22] ，本研究将湘西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归纳

为资源有机更新与发展的内动力，经济效益的吸引力和城镇化、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外推力三个方面。同时，这三种动力的强度

及作用方式随着资源禀赋、开发技术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现代化等动力来源变动而存在变化（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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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湘西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 

如图 2 所示，在现代化的吸引力、城镇化的外推力及资源发展的内动力等的综合作用下，湘西传统文化资源出现了转型，

趋势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① 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商业模式化，受商业开发经济利益的驱使，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大多运用成熟

的商业开发模式；② 传统文化资源产品的产业集群化，在转型背景下，湘西传统文化资源产品开发与包装，基本采取产业化发

展的形式进行开发，出现文化资源产品等的分异与集群；③ 传统文化资源优势的经济利益化，为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的经济

价值，在资源开发中，经济利益占据主导地位；④ 文化资源开发地域的规模化，受经济规模效益、集聚效益等的影响，湘西传

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地域大多选取开发条件相对成熟的地点进行规模化发展；⑤ 文化资源开发技术的科技化，声、光、电、影等

现代科技手段已被广泛运用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这也加速了传统文化资源现代转型的步伐，提供了技术支撑。这五

个方面亦可称为湘西传统文化资源转型的基本机制（图 2 、图 3 ）。 

 

2 . 3 转型背景下湘西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从类型上看，湘西传统文化资源可划分为传统节日文化、传统服饰文化、传统居住文化、传统饮食文化、传统宗教文化、

传统歌舞文化、传统生产文化、传统制度文化、其他传统文化等类型，在转型背景下，其现代特征可归纳为节目化、日常化、

大众化、标准化、商品化、趋同化、产品化、规模化等方面（图 3 ）。比如，湘西地区原住居民的传统服饰作为传统文化表演

的道具、传统节日文化成为现代文化节目的亮点、居民的传统饮食成为外来游客的地方特色食品、传统宗教祭祀活动成为游客

观赏的日常性节目、传统生产方式成为表演节目和旅游体验产品，等等。这一方面促进了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功能价值的发挥，

但也给其传统文化特色资源的急剧毁坏乃至个性磨灭埋下了隐患，函需寻求资源的个性化开发途径。 

3 现代转型背景下湘西传统文化的资源个性化开发 

3 . 1 湘西传统文化资源个性化开发的困境有学者指出[11-14,19-22]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

大多存在着保守与开放、神话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经济与道德、特色与规模、公平与效率、个体与整体等价值与利益的冲突，

这在湘西地区也同样存在[22,28-29]。比如：湘西传统文化保留着较多的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阶段歌舞祀神的巫风，在价值取向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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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化小传统特色；各少数民族在其相似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生存方式中形成了依恋传统、安土重迁等共同的性格特征；在一

定程度上带有封闭性、僵化性和单向性的道德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不利于其现代转型，是资源个性化开发中的困境。 

3 . 2 湘西传统文化资源个性化开发的原则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8-13,19-22]，结合湘西传统文化资源特色及其现代转型特征及转型困境，本文认为转型背景下湘西传统

文化资源的个性化开发应坚持在有效保护、科学传承传统文化特色资源的基本前提下，走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谐

共赢的一体化道路。具体原则可归纳为六个方面：① 地方特色文化优先保护的原则，越是地方的文化，才越是民族的文化和世

界的文化；② 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要通过保护促进开发、通过开发促进保护；③ 彰显资源个性与特色的原则，包括突显

文化资源个性特色、开发个性产品等，避免同质化、常规化开发；④ 文化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的原则，既要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促进文化开发，又要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⑤ 统筹兼顾的原则，要统筹兼顾当地居民、地方政府、企业等

多方面的共同利益；⑥ 逐步开发的原则，要制定开发规划，确定一定时期内文化资源的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及禁止

开发内容。 

3 . 3 湘西传统文化资源个性化开发的建议 

3 . 3 . 1 科学识别湘西传统文化基因，展示个性文化资源 

这里所指的湘西传统文化基因，是以人文地理学为理念，以基因为视角来看待湘西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因素。湘西传统文化

基因的表现离不开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综合影响，同时也是展示湘西个性文化资源的最佳载体。一方面，每个传统文化基因

都有自身特定的“座位”，它能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湘西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基因虽然十分稳定，能忠实精

确地复制自己，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从原来的存在形式改变成另一种新的存在形式，从而使传统文化可以在自然选择中被选

择出最适合环境的个体。科学识别湘西传统文化基因，可找出湘西文化的个性化元素，有利于湘西传统文化资源的个性化开发。

关于如何识别湘西传统文化基因，相关成果已有较详细的论述[32-33] ，本文不再赘述。 

3 . 3 . 2 建设湘西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促进特色文化资源的科教宣传及旅游开发 

湘西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是指根据湘西某个特定文化专题，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多层次活动设置方式，集娱乐活动、科普

教育、休闲要素、服务接待设施等于一体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它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创造一系列有特别环境和气氛的项目吸

引游客，着重于创意构想，要求博物馆内所有建筑色彩、造型、项目等都为主题文化服务，共同构成参观者容易辨认的特质和

观赏的线索。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34-35]，结合湘西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特征，可将其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设想为五大类：① 情

境模拟型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如各种影视城的专题博物馆，主要演出反映湘西发展历史、主题事件、历史名人及特色文化、

民族风情的影视；② 游乐型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亦可称湘西传统文化游乐园，主要提供有创意的文化游乐设施和互动游戏；

③ 观光型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指浓缩了一些著名文化景观或特色景观，让游客在短暂时间欣赏特色湘西传统文化景观；④ 风

情体验型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即将湘西地区不同的民族风俗和民族色彩展现在游客眼前；⑤ 主题型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通

过表演等形式，将湘西特色歌曲、舞蹈、祭祀活动等展现给游客，并实现游客的即时体验与互动参与。 

3 . 3 . 3 构建湘西传统文化补偿机制，协调资源开发中的多方利益 

受启发于生态补偿理念，本文认为，可构建湘西传统文化补偿机制（图 4 ) ，完善相关措施。① 确立“谁保护、谁受益（受

到补偿）；谁破坏、谁付费；谁受益（享受文化服务）、谁补偿”的湘西传统文化补偿基本原则。② 从政府组织或文化保护非

政府组织的贷款或捐助、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以及受益者支付等方面筹集补偿资金，此外，需进一步开发文化服务市场，使更

多受益者参与其中，并逐渐成为文化补偿资金供给的主体。③ 建立文化补偿组织管理体系，由补偿政策制定机构、补偿核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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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补偿征收与发放机构、补偿监管机构等部分构成；补偿计算机构所确定的补偿标准是否合理、补偿流通网络能否保证补偿

费用的合理分配和落实是其中的关键环节。④ “输血”式补偿和“造血”式补偿相结合，“造血”式补偿是文化补偿机制今后

努力的方向。 

 

3 . 3 . 4 完善湘西传统文化开发体系，实现科学系统开发 

为落实湘西传统文化个性化开发的理念及思路，必须从思想认识、科学规划、实施保障等方面完善相关体系。① 加强湘西

传统文化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让湘西居民及大众了解湘西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个性化保护及开发的意义，进而树立正确的传

统文化资源观。②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建议建立“省一州（市）一县一乡镇一村”级的系统性领导小组，并配备专门的办公

条件，为湘西传统文化个性化保护提供领导组织支撑。③ 组建湘西传统文化专家顾问小组，专家组成员由省内外相关高校、科

研院所的专业人员组成，专业涵盖文化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民俗学等领域，为湘西传统文化个性化开发提供智库支

撑。④ 及时编制《湘西传统文化个性化保护与开发规划》 ，邀请国家级专业规划专家团队（省内专家参与），由省政府及相

关部门负责，及时开展调研、规划论证及编制工作。 

4 结论与讨论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价值开发，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转向的热点之一。本文以湘西传统文化为例，探讨了转型背景下其资

源的现代性特征及个性化开发问题。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湘西传统文化是一种在汉文化、

土著文化、荆楚文化、巴文化、附魅文化等综合作用下，具有山区多民族聚居历史特质的综合性多元区域文化，具有文化性、

历史性、民族性、区域性、综合性及山水性等综合特征，具有现代开发价值；② 在资源有机更新与发展的内动力，经济效益的

吸引力和城镇化、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外推力的综合作用下，湘西传统文化发生了现代转型；③ 湘西传统文化转型呈现出商业模

式化、产业集群化、经济利益化、开发规模化等趋势，表现出节目化、日常化、大众化、标准化、商品化、趋同化、产品化、

规模化等现代特征；④ 湘西传统文化资源的个性化开发，可通过识别湘西传统文化基因、展示个性文化资源、建设专题博物馆、

构建传统文化补偿机制、完善开发体系等途径实现。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特征及资源开发创新问题，是一个需要根据社会实践不断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已有成果大多侧重于

转型的案例分析、转型的理论探讨、转型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但对于转型的机理、转型的趋势、转型的特征等层面的

研究则比较少，而这又是分析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关键科学问题[8-13] 。本文仅以湘西传统文化为例，定性分析了其现代转型的



 

 9 

基本动力和基本趋势，探讨了其现代特征和实现个性化开发的基本设想。如何定量探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问题及其资源个性化

开发的相关技术方法，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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