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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 

——以贵州省占里村鼓楼文化为例 

竭云 袁涓文
1
 

（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鼓楼是侗族文化的标志，是侗族村民其特有的精神文化家园，也是侗族村主要的文化交流地，蕴含

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但鼓楼文化受到现代化的冲击。通过对占里侗寨的调研发现鼓楼文化的传承在传承人、传

承功能、创新方面存在问题，提出制定合理行业标准，完善政府扶持机制，建设配套基础设施等促进乡村民族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鼓楼文化 传承与保护 占里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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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具有地方乡土特色的文化载体是乡村发展的共性根基，

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力量，挖掘好、利用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深化区域文化交流交融及推动区域文化的协同发

展重要路径。贵州省从江县占里侗寨因地制宜产生的独特建筑群文化，蕴含着侗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血缘亲情关系的重

视，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地域上产生的难题，相比于物质化的现代生活空间，侗族人民的乡土特色文化更值得挖掘及传承。

因此，本研究选取鼓楼建筑保存得较为完好，建筑文化理念浓厚的贵州省从江县占里侗寨作为研究区域，以此来分析及总结侗

族鼓楼文化，探讨其深层内涵及传承现状，进一步得出传承与保护乡村民族文化的具体做法。 

1 占里侗寨的鼓楼文化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鼓楼文化的内容丰富，有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方面的，可以说是一种集合型文

化，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中蕴含着侗族人民的文化元素，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被学术界誉为“鼓楼文化”。而“鼓楼

文化”不仅仅指鼓楼是侗族建筑中的杰出代表，而且还指侗族人民围绕鼓楼进行的活动，从多个方面体现。 

1.1社会功能是鼓楼文化的主要内容 

鼓楼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社会功能，其它诸方面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现的。鼓楼作为侗族地区独特的文化事象，其具有

的文化事象是非常丰富的。 

1.1.1提供社交交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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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具有用途多样、造型独特、结构美观、历史悠久等特点。其是公共性建筑，具有公共性，寨子所有的重大活动都在鼓

楼中举行，它还是祭祀、宣传、讲习、聚众议事、宣讲等的重要场所，也是举行活动的盛地，占里侗寨在每年二月一、六月初

六及八月初一，都会在鼓楼举行活动，主要是用侗歌宣唱寨规的形式开展。他们创造了这独特的鼓楼文化环境，进一步的教育

熏陶着一代又一代，使他们鼓楼意识更加浓郁，对鼓楼文化的繁荣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1.1.2报警和传递信息 

鼓楼因顶层会放置一面齐心鼓而得名，作用体现在人们击鼓传出鼓声，用鼓声召集众人，而众人可通过鼓声辨别事情的性

质，在鼓楼集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寨中若遇紧急情况，如山林、寨中发生火灾，外敌入侵等方面。二是寨中若

有人违反侗款侗约，召集村民讨论，按照款约处罚。三是寨中若遇重大事件，如外寨客人来寨，举行重大活动，寨中节日等也

击鼓召集大家前来庆祝。 

1.1.3协调族姓间人际关系 

占里侗族热情好客，以诚待人，主要表现于日常的交往中，更多的表现于不同族性及外寨之间的交往中，在这种人际交往

中，占里侗寨人民表现出极强的集体性及上述所提到的凝聚性。 

1.1.4制订和执行习惯法的重要场所 

占里侗寨有一套较为完善的习惯法，由于这种习惯法带有浓厚的民主性质，因此，在制定及执行时，必须召集寨民在鼓楼

中进行商议，须一致通过后才能生效。一旦生效，所有寨民必须遵守，寨里侗寨还将习惯法的内容镌刻于一块石碑上，并立在

鼓楼旁。鼓楼文化也包含了法文化的部分内容。 

1.2鼓楼本身是鼓楼文化的重要内容 

由于占里侗族人民有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没有与自己语言向适应的文字，因此占里侗寨鼓楼建造的时间没有确切的资料文

献记载，据调研访谈资料整理，占里侗寨共有两个鼓楼，一个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有 50 余年的历史，一个于 21 世纪

初政府投资建成，其独特的鼓楼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2.1独特的造型艺术 

占里侗寨始终以杉木为建筑材料，并且选料十分严格、讲究。占里侗寨鼓楼其形也似杉树，寓意挺拔向上，顽强凝聚，和

侗族人民的文化精神相符合。鼓楼内部是叠楼，重檐层层叠叠，自上往下递减，结构宽阔平坦。鼓楼外部也非常讲究，顶部有

一个尖角，顶上、房檐、檐角及檐板都有着精美的图案，有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外，还有大量的民族风情画，描绘

了行歌坐月、采歌堂、赛芦笙等场景，人们把杉树人格化、偶象化、成为崇拜的对象，并已变成一种文化心态，鼓楼在整个侗

寨中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侗族人民围绕鼓楼进行的活动，从历史记忆、宗教信仰、艺术娱乐到法律、习俗、节庆、交往等等诸

多方面体现，鼓楼有如此强的辐射力和渗透力，就必然深深的影响侗族人民的文化心态。 

1.2.2鼓楼建筑群是一种集人文与自然为一体的文化 

占里侗寨鼓楼经过人们的改造和修饰，烙上了人类的意志和目的。据当地的侗族人称“未建村寨，先建鼓楼”，鼓楼处于

整个寨子的中心，与戏台形成一个中心圈，围绕在中心圈外的是居民楼，还有散布在外围的禾晾架、禾仓、风雨桥、凉亭和寨

门，侗民房屋围绕鼓楼建造，注重地形的灵巧结合，所以形成居民群在空间上错落有致，各楼间紧凑密集，鳞次栉比，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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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托出鼓楼的雄伟精致，另一方面营造出其它建筑的空间层次感。因此，以鼓楼为中心而展开的建筑群，几乎可以洞观侗族文

化的全幅图景，是一种集人文与自然为一体的文化。 

2 占里侗寨鼓楼文化传承现状及问题 

2.1占里侗寨鼓楼文化传承现状 

2.1.1鼓楼文化传承人现状。 

经长期的调研访谈发现，占里侗寨的文化传承人存在以下的几个特点。一是占里当地的侗族人民参与这些项目，并不是为

了传承，主要是为了经济效益，并未考虑这些项目的创新与发展，缺乏危机意识。二是鼓楼修建的手艺要求高，需多年反复学

习、总结、思考，因此精通这项手艺的人年龄层次普遍偏高，大多集中于四五十岁之间且集中在外乡人中。三是木质技艺学起

来费时又费力，收入低，建造工作又极为辛苦，年轻一代已不愿意投身于这一行业。四是城市发展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越来越

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向城市转移，使得侗寨长期居住人口不断下降，各种传统的乡村文化内容不断消亡。这对占里侗寨鼓楼

文化的良性发展，对其保护和传承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2.1.2占里鼓楼建造现状。 

占里的建筑技艺大多是当地的民间工匠，文化程度较低，未接受过正规学历教育，未取得相应的建造资质，这在一定程度

上束缚了传统建造师的发展，极大的削减了传统木制建筑行业的良性发展，传承技艺师的窘境导致了木质建筑技艺的传承窘境。

另一方面，由于木材来源较为匮乏，加之木质结构防火能力弱，易发生火灾，损坏后难再生。 

2.1.3占里鼓楼文化活动开展现状。 

占里侗寨鼓楼文化内容丰富，有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方面的集合型文化，在鼓楼中每年都会在中的节日举办很多大

型传统节日活动，特别是在鼓楼获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如“二月二燕子节”“六月六杀鸭节”“八月一新米节”等。 

2.2占里侗寨鼓楼文化传承问题 

2.2.1传承人才后继乏人。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现代文化的冲击，侗族村民的需求性逐步提升，这对建造技艺的要求更高，鉴于学习难度及学习时

长，有较多的侗民自发退出，造成建造业人员的缺失。再有，由于社会的快速进步及现代化的冲击，占里侗寨的中青年男性大

多都外出务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木匠手工艺活的后继乏人，使木构建筑及相关技艺面临着延续危机。 

2.2.2传承功能逐步消失。 

占里侗寨的鼓楼在村寨事务和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多功能场所。但随着现代化的冲击，鼓楼的形

式和功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社交娱乐功能减弱，政治生活作用减弱。随着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及通讯方式的转变，鼓

楼的修建及重建出于商业目的，已经失去了它固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其转变无法逆转。 

2.2.3重视传统轻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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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调研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占里侗寨的鼓楼文化传承上存在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一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侗族人民将“传

统性”放在传承内容的首位，因为侗族村民担心如果将现代化的元素融入鼓楼文化中会导致传统文化的价值流变。二是由于传

承人才的缺乏，大多地方想借鼓楼发展经济效益，鼓楼的传统及现代化保护手段都十分落后，导致鼓楼项目创新的误读及过度

开发，造成大批的资源浪费，其文化价值被淡化。 

3 乡村民族文化传承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乡村民族文化遗产在迅速消失，生存基础、发展根基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面临着船沉困境，只有多方进行

传承与保护工作，才能使其世代相传下去。 

3.1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强化人力支撑 

一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要激发当地侗族村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及保护与传承工作在群众中的认

可度，使得各项保护工作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接受。二是多方合作配套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使当地侗族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

改善，提升他们想留在当地发展的积极与热情，以获得民族文化保护的人力支撑。 

3.2制定合理行业标准，协同生态发展 

一是切实保障民间手工艺人的合法权益与切身利益，吸引更多的青壮年投身于这项事业中。二是规范传统工匠考证标准，

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加强其理论知识与强化技艺。三是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构建和谐文明的民族文化生存发

展环境，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的同时，与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同步开展，进一步推进鼓楼文化的传承与保留。 

3.3完善政府扶持机制，推动创新发展 

一是文化的传承注重原生性，应推陈出新，更应注重创新。相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标准，积极开展扶持与自主项目，推动

乡村文化的传承，为其传承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为交流、学习等提供相对应的支持和帮助。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考虑注入

现代因素，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将其转化为实用功能，并将其资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方式及生活中，转化成为生产力。

三是对其进行深度的挖掘、转化及传承精华部分，适应现代化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石开忠.侗族鼓楼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2]王红军，谭镭.畔水而居，向火而歌-黔东南侗族村寨与建筑[J].建筑遗产，2019(03). 

[3]刘晓丽.鼓楼文化内涵初探[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S2). 

[4]杨汉林.侗族鼓楼机理与美丽乡村建设[J].理论与当代，2020(05). 

[5]吴正光.侗寨鼓楼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6]李多扶，侗寨鼓楼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