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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以六盘水市六枝高兴村为例
1
 

田琴 1，范贤坤 2 

(1.六盘水市钟山区汪家寨镇中心校，贵州 六盘水 553003; 

2.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 要】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展工作在我国开展 30余年，宏观来看，目前的保护与开发取得显著的成效。少数民

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国内外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不断探索活态传承路径。本文以实地调研六盘水地区传统村落，以保护较早的“六盘

水市六枝高兴村”为例，从保护机制、实效性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发展中活态传承进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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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文重点浅析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系。之所以要讨论这种关系，是因为当前

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一再备受关注。在国内外相关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

对提出的“无形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容有这几个方面：（1) 口头传说与表迷。（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4)有关自然界和

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上 5个方面是传统村落里日常生产生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而这传统的生产生

活方式形成的非物质文化，在今天的生活环境中已经成为呼吁保护的对象，许多往日作为平时生产生活实用功能较强的技能，

今天已经被当做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如，布依族的“八音坐唱”技艺、贵州六枝的长角苗头饰、服饰及技艺等。这些非物质

文化，记录着祖先农耕文明的历史进程，蕴藏着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气息，这些传统的文化气息在传统村落环境中依然留存。

然而当前全国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面临着现代化浪潮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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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信息全球化、现代化设备以及大数据等新时代的浪潮蔓延到世界各地，在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环境亦然

不可避免地吸收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当然新时代的文化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进地域经济增长，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传

统文化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冲击，影响着村民的思想观念，在传统村落环境中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变，传统村生产

生活习俗正在急速消解。例如，现代生活方式、传统居民建筑、服饰、语言、艺术等进行着取代和改造。当下生活在传统村落

环境中的人们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大多数人们在接受现代化观念后，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比较，在村民只看到眼前现状

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自信，在 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就显得更加模糊，以至越来越陌生。 

在新时代的今天，不管哪个区域的哪个民族都不可能回避或者逃离现代化的进程。新时代的现代化涉及生活的每ー个细小

环节，然而当前少数民地区自身的传统文化特征是丰富我国新时代文化的重要元素，每个民族必须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维护

本民族的鲜明特征，丧失则意味着本民族的消亡。在传统村落保护中都在探寻传统文化活态保护与现代化共同发展的平衡点，

传统村落中的相关文化遗产发展到今天，不再只是历史的遗留物，而是重新模塑新的文化、政治、经济的资源。少数民族地区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新时代活态传承，成为当务之急。 

2 传统村落保护中非物质文化保护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保护研究在逐步开展。2003 年 UNESCO 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迅速开展，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研究，同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

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非一成不变，在保护进程中一切事物都随着现代化社会发展

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相关的保护机制也跟随着发生变化。如，传统村落中的传统文化主要载体为村民、家庭、族群、村落社区，

在相关管理部门和规划专业部门提出对村落环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保护措施也跟随现代化不断深入，相应的保护措施

在新时代吸收现代化新元素的同时也在进ー步地完善。当前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保护主要依靠

国家相关的制度，非物质文化的主体虽然依旧是村民、家庭、族群、村落社区，其主体在新时代现代化文化的冲击下，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呈现注重程度弱化的现象。但依靠现代教育的嵌入实现双语教学，对非物质文化继承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将非物质文,化作为资源进行转化，将其遗产到资源的转化：如何将非物质^t化遗产转化成为当今文明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服

务于今天文明社会的发展。  

从六枝梭戛乡高兴村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保护机制来看，是在国家社会力量的宏观引导典型案例。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划

定范围是在国家力量支持下建立的，在中挪两国力量的合作下，确定了以保持完整清晰的文化生态样貌的梭戛长角苗为核心带

动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发展。梭戛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保护研究的最初路径，在生

态博物馆的保护模式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中挪专家的协商下提出了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原则“六枝原则”，较好地改

善被保护的村落整体环境，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全国对传统村落实施保

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3 高兴村长角苗的非物质文化活态传承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兴村长角苗的非物质文化活态传承。梭戛生态博物馆保护工作的实施，鼓励

长期生活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包括范围内的居民沿用传统手工技艺进行生产生活，致使现在高兴村具有特色刺绣工艺、竹编工艺、

草编工艺、乐器自制、木角制作、蜡刀制作、铜饰制作等工艺活态的沿用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还有竹编背篼、碗篼、针包、

芦笙、三眼箫、碓窝、糍粑盆、织布机以及民间信仰的舔火钳、吊灰根、驱鬼、扎草人、看鸡卦、扫寨，农历正月的春节、跳

花破、二月的祭树节、三月的祭山节、四月的集会欢庆、缅怀恐龙祖先、五月祭水神、七月祭祖先、九月重阳节、十一月耗子

粑节（祭祖先）等相关非物质文化活动至今继续活态化的呈现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包括范围内的居民生产生活中。这些相关非物

质文化活是长角苗祖先在这一片土地谋求生活而总结出来的智慧，历代祖先通过祭祀山神、树神和仙世的祖先，祈求风调雨顺

农作物苗壮成长、五谷丰登，驱除邪恶和疾病，祈求村民们身体健康，村民拥有和谐幸福的、生活。以致生活在新时代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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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的村民为纪念祖先和教育后一代，而继续沿用祖先留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使高苗的非物质文化活态传承至新时代的

今天。 

4 .高兴村长角苗的非物质文化活态传承存在的问题 

4.1传统的工艺复杂 

高兴村长角苗社区居民延续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长角苗传统的服饰是全球独特的ー种民族标志。该服饰依然延续传统

的手工制作，纺纱、织布、挑花、刺绣、头饰等复杂的エ序，制作出一套完整的服饰得花上一年甚至数年的时间，该服饰的穿

戴耗时费力。这种服饰仅在庆祝或者相关祭祀活动才能穿戴，在平时日常生产活动中没法穿着。竹编工艺、草编工艺相対于服

饰制作简单很多，但是编制出来的背篼、碗篼、针包等显得较为粗矿。而乐器自制程序工艺非常复杂，如芦笙、三眼箫等ー个

师傅用同样的材质很难制作出两只芦笙、或者三眼箫相同的音质，还有木角制作、蜡刀制作、铜饰制作，工艺复杂，因纯手工

锻造所以呈现出来的产品显得豪放粗矿。随着当下数字化时代和现代化生活的不断加快，高兴村的村民在服饰、日常用具等方

面日趋与现代城市密切相同。 

4.2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人群观念的变化 

高兴村长角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质变。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

用，生活在高兴村社区村民的观念在发生变化。在采取实地抽样访谈法，对村中各年龄阶段对运用传统设备进行生产生活，各

年龄阶段反映出不同的现象。如，采取对该村相应年龄阶段男性、女性各 10人对传统服饰平时的穿戴着衣情况进行调研，数据

汇总显示出 60 岁以上的男性、女性依然习惯穿戴传统自制服饰进行日常生活，40-59 岁的女性愿意穿戴传统自制服饰进行日常

生活，男性反映穿戴传统自制服饰给日常生活带来ー些不变便，20-39岁的男性、女性绝大多数认为现代的服饰便于日常的生产

生活，传统自制服饰的穿戴仅仅在限定性活动中才会穿，19-5 岁人群都穿现代服饰，传统服饰的穿戴会在相关祭祀、表演等仪

式活动时才会穿。从这ー现象呈现出长角苗传统的服饰的使用频率和使用人群在不断地萎缩，如下表： 

髙兴村长角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服饰”着衣调查汇总表 

 60岁以上女 

性 

（人数/个） 

60岁以上男 

性 

（人数/个） 

40-59岁女性 

(人数/个） 

40-59岁男性 20-39岁女性 20-39岁男性 5-19岁女性 5-19岁男性 

 (人数/个） (人数/个） (人数/个） (人数/个） (人数/个） 

长角苗盛装 10 10 10 10 4 2 5 2 

长角苗常服 10 10 10 2 0 0 0 0 

现代服饰 0 0 0 8 8 8 10 10 

 

4.3传统工艺掌握的人数减少，面临着失传的危境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主体应是年轻一代人群。高兴村是全球“长角苗”唯一聚集的地方，在

这片土地上，长角苗祖先在这儿留下自给自足的农耕智慧结晶，是当下社会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可在当下传统的工艺受

到工业革命巨大的冲击。因传统エ艺耗资成本较高而现代科技耗资较少，而现代科技带来的产品符合当下社会人们的审美心理，

多数人群愿意采购便宜、适用、便捷、漂亮的产品，从而导致传统エ艺走向边缘甚至失传。传统工艺精湛的老一代手艺人，因

跟随年龄的增长、现代科技的冲击，加上年轻一代人群对传统工艺不感兴趣，出现传统工艺掌握的人数减少，面临着失传的危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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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建议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使髙兴村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生态博物馆保护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保护与发展措施。其一，可采取在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信息资料档案；

其ニ，采取政府主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进课堂，积极采取多重教育摸式。采用现代化教育模式，实施双语教学，特殊

教育(针对长角苗社区传统文化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教育者可引进长期研究长角苗历史、音乐、舞蹈等相关学者、村里长者等

结合素质教育对社区人群开展传承与创新的教育活动，这样才能使传统村落文化得以传承和长角苗民族文化得到回归；其三，

通过创新保护和利用好民俗节庆。相关的民族文化活动都可以通过各种民族活动所呈现，活动是一个宣传文化的舞台，因此必

须通过多重形式进行保护与利用。例如对ー些祭祀活动可以采取传统祭祀和表演形式，相关祭树、跳花场等也可以来取时间上

的限定和表演式等多种展示平台。可充分利用民俗节庆来激发村民的自豪感，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其四，积极培训本民族独

特技艺参与国内外相关活动比赛，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长角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从而宣传本民族文化特色，让村里年轻

人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的认识，有更坚定的自信，获得更多幸福感，让长角苗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继续延续，并丰

富我国特色文化。 

6 结语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魂宝，承载着ー个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保护民族特色文化，增强民

族情感，弘扬发展村落传统文化是当下促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之一。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应与新

时代社会发展相结合，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炼新出符合新时代人民内心需求的文化，因万事万物每一刻都在发生着微妙

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的传承必须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活在新时代社会环境中，为新时代社会带来相关的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环境效益，才能真正有效的在当前社会继续活态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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