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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县民族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吴朝兴 

（中共黄平县委） 

一、黄平县民族文化的基本情况 

黄平县的民族文化还保留着一些古朴、瑰丽、神奇的特点，非常具有山地农耕文化特征。民族风情十分浓郁，民族节日丰

富多彩，民族饮食独具特色，它体现了人类生命本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游客们只要到黄平，就总感觉到耳目一新，流连

忘返。 

走进黄平，寻访苗乡，探望傼寨，可访蚩尤部落，可观后翼风采。唱古歌大歌，展豪放习性；观奇特婚恋，感远古浪漫；

赏民族建筑，沐山川灵气；穿苗傼服饰，悟人生幽思；击铜鼓吹笙，抒怀古性情；尝酸汤稀饭，品世间甘甜；喝牛角美酒，闻

历史烟尘；栖疲惫心灵，求返璞归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苗傼同胞天人合一、纯真自然、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气息。 

二、黄平县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 

黄平县各民族有许多熠熠生辉的优秀传统文化，令人自豪和骄傲。但让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仅有一小部分得到利用。

民族文化大多凭借口传心授，以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一旦没有继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造成民族文化加速消

失进程的原因和现状的几个方面： 

一是广大民族地区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于民族的变异性，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冲击、吸纳、借鉴，特别是受源远

流长的汉族文化的影响，受不可抗拒的都市文化的冲击，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以及现代文明全球化的推进，一些本来

就很脆弱的民族文化迅速消失。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方式的改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远离家园，

没有时间和心思向老一辈学习，导致民族歌曲不会唱，民族舞蹈不会跳，民族语言不会讲，民族工艺不会做，逐渐甚至完全抛

弃了传统文化。 

二是经济的发展，农村居住条件改善了，许多作为民族文化村寨来保护的地方，也修了许多砖房，这与古色古香的民族建

筑风格极不相称，失去了民族文化特色。二是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中存在着弊端。一是农村中小学普遍没有很好地设立民

族文化课，前几年开设的民族语文班、民族工艺美术班，也因种种原因停办。二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对民族文化知之甚少，缺乏

感情，追求当代艺术多，研究开发民族民间艺术少，更不能很好地传承和推广民族文化艺术。三是一些民族文化的内容陈旧，

表现形式单调，不能与时俱进，因而没有吸引力。如苗族民间所唱的酒歌仍然是传统意义的内容，缺乏时代感。纯粹的民间传

播，可能导致自生自灭。因此，民族民间文化积极实现转型，既要保留传统，又要适合现代人的需要，这是值得民族民间文化

工作者深层次思考的问题。 

三是民间艺人的老化，导致民族文化工作后继乏人。无数的民间老艺人正在无声无息地逝去，作为古老原生文化的见证者，

作为民间文化的携带者，民间老艺人的离去，意味着民族民间文化的部分消失或整体消亡，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随之而来的民

族民间文化“断层”。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断层”走向只会越来越加速运作。如，苗族古歌古词，年轻人不会也不愿学，传

承人不断减少，有可能出现消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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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黄平县民族文化的思考 

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有关部门提出了针对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加大景点、景区建设，发展旅游

业的一些措施，县乡两级举办了一些民族文化活动，但效果不算乐观，距离旅游井喷式发展，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进一步开发

和利用黄平县民族文化资源，要从多个维度，多管齐下，综合思考。 

（一）要很好地认识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 

必须基于对文化内涵及文化特性的最充分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根据文化具有消减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征，清醒地认

识到文化保护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对于那些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可能消减的文化质因素，应该对其实行

静态的保护方式，也对这些文化质因素加以挖掘、收集、整理，然后以文字、文物、图片、遗址、录音录像带等形式保护起来；

近两年来，我们县收集整理了 《 苗族古歌古词 》 《 苗族芦笙词 》 《苗族情歌 》 等，同时变成电子图书，放在且兰黄平

网站，供人们随时查阅；二是对于那些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质因素则应对其进行动态的保护，即对其加以整合，并在专家、

政府有关部门的引导下，用现代的主体价值观之一——市场，来生成一种基于传统又有所发展创新的文化。科学合理的民族文

化旅游开发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动态保护。这两条途径必须同时并举，否则文化的保护就是残缺的、不完全的，未来的人们也很

难从立体的角度去全方位地认识一种文化，更难体会到文化多样性的历史韵味。为了开发利用我们的服饰、银饰、蜡染文化，

我们正在思考，结合外界大众的审美要求，积极走民族文化创意开发之路，植入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让更多人喜欢和接受，

形成稳定的文化产业链条，从而增加收入。 

（二）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和传承民族原生态文化 

对于那些脆弱的原生态文化要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要全面贯彻执行 《 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 ，并落实到旅

游开发的每一项环节，实行保护为主、合理开发的原则。旅游开发要多发掘多渗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尽可能让都市服饰

和现代歌舞远离各个民族风情旅游景点，还这些景点传统的民族风情旅游。如自 2014 年开始，我县和北京山水文化有限公司，

联合打造的苗族舞蹈诗 《 巫卡调恰 》 ， 2015 年 5 月进京首演成功后，观众好评如潮，反响很好。 2016 年，该作品代表

贵州省和《嘎老 》 一起于 9 月进京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挖掘打造这台舞蹈诗，其主要目的是在挖掘和宣传我

们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同时，配合全县文化旅游开发，丰富文化旅游载体，让外来客人有看头，从而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

文化产业收入。强化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让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各民族人民朴实善良、热情友好。近年来，我县积

极实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特别是积极争取贵州省文联的支持，如在苗陇九年制学校、谷陇中学、谷陇小学、东坡小学等开

展文艺支教工作，从小就培养少数民族孩子们传承民族文化知识。 

（三）正确处理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与一般的开发项目不同，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投资大，投资论证评估难，开发涉及政府、投资商、民族文化主体以及科研等

部门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缺一不可，因此一定要摆正主次关系。政府的角色应该主要在于旅游景点的宏观布控，在于给予资

金项目支持、政策引导、媒体宣传以及动用其职能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投资商则是出开发资金，并对景区的开发和利

用进行管理；民族文化主体是开发的关键因素，应该主动自觉地配合好政府、科研部门和投资商挖掘、开发本地区本民族文化

质因素；科研部门则应充分利用自己文化研究的优势，对开发对象进行论证并给予科学的定位，在开发、经营过程中继续观察

指导，在理论上进行适时的修正并指导开发经营活动。 

（四）正确认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面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备受人们的关注。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过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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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存在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必然的存在形式二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是变化着的，产生于特

定生存环境的民族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随之产生变异，要想“原汁原味”地加以保护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只能保留它的神韵。

虽然出现了旅游业开发到哪里，哪里的传统风貌会急剧改变，从而令旅游者大失所望的现象，但也应该认识到，当地的居民趋

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趋同现代化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并非是人为能改变的。不能因为开发民族文化旅游，就要求所

有的社区居民一律保持传统面貌，希望其生活方式永远守旧。但是，通过旅游业合理、科学的开发，既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

又能满足现代人旅游的需要；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在继承民族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 

（五）加强组织保证，让民族文化开发与利用有坚强的后盾 

要成立以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为成员的县民族文化保护开发委员会，开展民族文化的抢救、

保护和开发利用，将此项工作列入各级各部门的考核指标，在全县掀起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热潮。县委县政府要进一步

落实旅游兴县战略，明确发展目标。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对黄平民族文化旅游进行科学论证，形象定位，品牌定位。要有品牌意

识，树品牌观念，造品牌效应，打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尽快制定出保护开发利用民族文化的近期、

中期、远期发展纲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使其逐步发展成为黄平城乡重要特色支撑。建立民族文化保护

基金会，加大民族文化保护开发经费的投入。民族文化旅游，软件是关键，对民族歌舞、民族习俗、文化传承、节日活动、民

族民间工艺这些代表民族特征的软件，要加大保护性投入。每年对在弘扬、传承、展示民族文化活动中有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

给予奖励，使从事民族文化研究、保护、发展的民间艺人和热衷民族文化工作的专家学者得到经济的扶持，从而推动民族文化

的弘扬、保护和发展。 

（六）更新观念统一思想，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关于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大县的决定上来。要像爱

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关心、爱护、培育民族文化，只要是积极有益的民俗活动、节日集会都要给予支持和帮助。不要认为民族的

东西都是低品位的，因为品位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它的外在形式，更取决于它的思想内涵。要增强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的意识，带动群众脱贫致富，使全县人民特别是民族文化村的群众，对民族文化产生自豪感，并自觉地培养、保护、传承民族

文化。要创建优美的民族文化旅游环境。一是加大民族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除借助上级和外界媒体宣传外，主要靠县内的各

种宣传工具。因此，有关部门在办好电视的同时要尽快恢复县广播站播音，在广播和电视上开设民族语言广播、民族歌舞、民

族工艺介绍等栏目，营造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让民族之声入脑入耳。二是在接待游客时要做到热情、友好、真诚，体现民族

情感。特别是从事民居接待的家庭，要真正把游客当作自家的姨妈姊妹，吃饭时要有主人陪餐，给客人倒酒添饭、唱歌劝酒，

不能像饭店一样摆一桌饭让客人自己吃。三是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地人到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最担心的是卫生问题，特

别是饮食卫生，因此讲究卫生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四是各旅游接待宾馆、民族村寨要真正展示出民族文化气氛，建筑、

衣着、饮食、礼仪等方面都要有民族文化的特点。五是设计一个能够体现黄平形象的民族文化标志，使之深深地映入客人的脑

海。 

（七）采取得力措施助推文化旅游开发与利用实实在在落到实处 

建立民族文史馆，加强对民族文化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民族文化古籍是各民族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文化瑰宝，

前些年，县民委已经整理出版了一部分，很受人们的欢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民族文化旅游的兴起，民族文化古籍必将

迎来更多中外学者的青睐。编写民族文化教材，加强民族文化培训。有关部门要组织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及老教师、老艺人编

写民族文化乡土教材，在全县中小学开设民族语文、民族歌舞、民族工艺美术、民族历史、民族礼仪等课程，为建设民族文化

生态旅游大县筹备人才。在教学中，还要有所创新，融入新的时代内容，让民族文化之花开遍黄平的山乡田野。组建和培养一

支热爱并勇于献身家乡旅游事业，既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现代旅游专业知识，又十分了解本地人文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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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各乡村要激发各民族自觉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意识，成立地方民族歌舞队、芦笙队、铜鼓队、龙灯队等民族

文化组织，长期开展活动。积极挖掘、抢救、整理具有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尽快推出具有特色的民族饮食系列产品，规划并

逐步修建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营造出一种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的旅游环境。认真执行各级政府关于民族文化村寨的保护办法，

在加强“一城三星”建设、打造四个亮点的同时，切实做好民族文化村的开发和保护。以往，许多地方虽以模型方式来展示民

族文化，如深圳的锦绣中华，云南世博园的民族村等，但这仅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缩影，没有实地的民族文化村那样有真情实感。

在民族文化村，游客不仅受到主人以本民族礼节热情接待，而且可看到该民族的真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