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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路径探析

安 静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都离不开创新发展。贵州民

族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创新，以文化的创新与创造推动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时倶进，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一、深刻理解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内蕴

文化创新是保持多彩贵州民族文化鲜活发展的源泉，理解民族、文化及多彩贵州的基本内涵是推进贵州民族文化创新发展

的前提。民族是一个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蕴含丰富内涵的概念，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民族

概念的是意大利学者马齐（1851 年）。他认为，民族是“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目前学界多用斯大林对民族概念

的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

定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大民族观。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唯物地引导各民族认识民族的概念,让每一个人认识到，在不同的

时空转换中，每一个人都会转化为少数民族，深谙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园、热爱自己的

国家，从内心深处和血液中迸射出民族文化的自信。关于文化的定义，无论人们怎么解释文化，基本上建构在文化人类家泰勒

在《原始文化》中的界定：“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以及人作为社

会成员可以习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

《易经》贲卦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简而言之，

文化就是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即为人化，凡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有关的事物都可以形

成文化。因此，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贵州民族文化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和现实的交汇中不断为各族人民创造、传承和共享的文化基因，逐渐形成了多彩贵州的

文化洪流。多彩贵州是贵州最浓郁、最厚重的文化品牌，已成为吸引世人阅读和走进贵州的文化名片，是最鲜明的贵州印记、

贵州特色、贵州标识，其内涵丰富，不仅仅是山清水秀的多彩、发展多元化的多彩，更是民族文化的多彩。贵州民族文化是各

民族共同创造、传承创新并共同享用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汇聚。古往今来，各民族在贵州大地繁衍生息，与山水相依，共同缔

造并形成了交相辉映、厚实多彩的民族文化，奏响享誉世界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最美和声，熔铸成"多彩贵州”坚

实的文化基因。

人总是以一种实践方式存在，更是以一种文化方式存在。因此，文化是彰显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信的内蕴，是

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稟赋和文化价值的认同、积极践行和创新发展。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现有各民族常住人口 3555

万，其中，少数民族常住人口 1200余万，占全省总数的 36.33%，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水族等世居

少数民族 17个，自治州 3个、自治县 11个，253个民族乡（镇）分布全省，占全省行政区划的 55.5%，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开

拓进取，创造了源远流长、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贵州民族文化是传承地方文化、推动地方经济、保护地方生态、培育地方人

才、致富地方百姓的宝贵资源财富，只有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壌，克服“守旧主义”“封闭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历史

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继承优秀民族文化，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当代贵州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二、切实强化精神引领

精神是精、气、神的统一体，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要有精神，它是国本；一个民族要

有精神，它是脊梁；一个地方要有精神，它是引领。人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贵州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精神品质，贵州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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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贵州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实践，又引领各族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个精神已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凝结成为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这里的天人合一就是贵州人民尊重、保护、顺应自然发展，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融

发展，彰显出各族人民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贵州的人文精神与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目标相得益彰，与各民族的民族精

神高度契合，是推动贵州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引领，是撬动贵州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精神杠杆。习近平在出席十九大贵州代

表团讨论会上希望贵州的同志“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精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

新未来”。贵州人文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的十六字精神是新时代贵州发展的精神脊梁，是激励贵州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底

气、志气和勇气，是贵州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遵循。我们要在推动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文化的“五位一体”建

设实践中弘扬和培育新时代贵州精神，释放出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三、着力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打造民族文化品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形成的。目前，外界对贵州认知认同度最高的是民

族文化、遵义会议、大数据、生态环境、天眼大射电、茅台酒、高速公路等等，

这些共同组成了多彩贵州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约瑟夫•奈曾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

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如何提升这三力，增强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创新发展，

关键就是要打造好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品牌，牢固树立“补短板、做长板”理念，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不断丰

富多彩贵州的内涵和全面提升多彩贵州品牌价值，向外树立贵州新形象，向内建构和凝聚自我文化认同，让多彩贵州的品牌升

华，走出贵州，享誉世界。要打造好各地的民族文化品牌，结合贵州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重点打造包括以阳明文

化为主的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品牌、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长征文化品牌、以六盘水为代表的“三线”文化品牌、黔东南国家级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品牌、黔南好花红文化品牌、黔西南山地文化品牌、藏宪彝文化产业走廊毕节品牌、梵净山佛教

文化品牌、安顺屯堡文化品牌、贵安生态文化品牌。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曰活动、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等活动，培养造就管理干部队伍和德艺双馨民族文化专业人才队伍，鼓励专家学者向全世界发出贵州民族文化的好声音，

激发各族群众参与民族文化建设，培育民族文化主体自主传承创新的意识，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建设，保护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县级以上的市（州）筹措建立民族博物馆、展览馆，在县级以下具体的民族文化乡镇村寨建设民族文化传统

保护教育基地，筹建文化传习馆，真正让多彩贵州民族文化活态传承和活态发展。

四、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与主战略的深度融合

民族文化的发展只有与地方发展的主战略结合起来，才会迸发出生机与活力。要发挥贵州民族文化在大扶贫战略行动中的

作用，推进民族文化与贵州“大数据、大生态、大旅游”三大行动战略的共融发展。一是要推进民族文化与大数据结合，建立

“多彩贵州民族文化云”，深化民族文化内容创新、传播方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消费方式创新，讲好贵州故事，传播贵州

声音，不断提升贵州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二是要推进民族文化与大生态结合，大力传承和弘扬贵州传统生态文化，深

度挖掘本土文化、提炼民族文化的新内涵，彰显贵州文化之“魂”，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态化。三是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

融合，彰显民族文化在旅游中的内涵和魅力，打造一批民族文化精品旅游线路、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和民族特色演艺作品，用民

族文化提升旅游品质，助推贵州旅游业井喷式发展，让多彩贵州风行天下，为贵州脱贫攻坚注入源源不竭的文化产业动力。

五、始终坚守文化为民服务的根本理念

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从观念到意识、从政策到措施，都需要加强文化传承创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努力生产出更多传播当代贵州价值观念、体现贵州文化精神、反映贵州人审美追求的艺术、文化、影视精品力作，服务于各族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要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文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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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起来”“动起来”，让文化活动“活起来”“火起来”，面向基层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补齐短板，加快公共文化资源

向城乡基层，尤其是贫困区域倾斜，全力打通文化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把“要文化”和“送文化”匹配起来，挖掘和

用好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着力提供接地气、有人气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让文化成为贵州

人的精神食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彩贵州民族文化是贵州各民族的血脉，是贵州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创新发展贵州民族文化，

提升多彩贵州品牌，贵州人的文化自信才能在贵州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