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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评述

  “民族文化与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综述

日期：2009-3-22 12:31:00 稿件来源：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 相关会议： 

相关学科：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

  2008年9月20日，由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贵州民族民间文化青年

论坛承办的第二届贵州民族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暨“民族文化与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在贵州民族学院

召开。会议共收到近60篇学术论文，来自省内外30多位青年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广大青年学者围绕

“民族文化与文化软实力”这一主题，结合贵州民族文化的实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与会学者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力量的壮大都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在促进社会发

展、民族振兴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有学者梳理了国内外文化力

的研究，对民族文化如何提升软实力提出较为新颖的观点，一些学者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网络传播、

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地方文化、非物质文化等在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

龚德全《软实力视阈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根基与精华，是一种

极为重要的“软实力”资源，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软实力构建的视角，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所内隐的文化力量，所内蕴的文化认同意义，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软硬”转化等相

关问题；曹端波《民族传统文化与软实力》从文化资本的视角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文化不

仅能维持该群体的生存、发展，而且能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强群体凝聚力，维系该群体社会

的正常运转。文化作为资本，其本身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保持民族文化主权，增强对外“软实力”乃至提升整体“实力”具有重大意

义。 

  许多学者还就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大家认为，民族文化与软实力息息相

关，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新宇《简论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知识权

保护》认为，力争把中国占优势而国际上还不保护或者多数国家尚不保护的民族民间文化纳入国际知识

产权保护的范围，提高那些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仅仅给予弱保护、而中国占优势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水

平，就应该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形成竞争力、发挥竞争优势的新思路与对策。也有学者对旅游与城市化

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进行了探讨。如石坚《民族村寨旅游业模式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指

出，民族文化如何借着民族村镇旅游得以保护和传承，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何莲《谈电视

化传播侗族大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观众生理心理和电视制作技术等方面探讨侗族大歌有哪些可能被

电视化传播的优势，侗族大歌在电视化的传播方式下可以有着怎样更大的展示空间及展示效应，还陈述

了电视(特别是未来即将普及的数字电视)对于传播侗族大歌的媒体自有优势。 

  贵州民族文化资源蕴藏丰富，如何做好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对于做好民族文化研究，提升民族文

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青年学者们从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角度，对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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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田野调查与理论探讨进行了交流。有的学者对贵州民俗文化、婚姻仪式、传统民居等进行了比较深

入的田野调查，并写出较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平立豪《三都自治县交梨乡排月村民俗文化调查报告》

对该村寨的历史、宗教信仰、丧葬文化、婚姻习俗、节庆文化、衣食文化、民族工艺、歌谣等进行了详

细调查；吴一文《仪式象征与族群认同——苗族三大方言区祭祖仪式之比较》结合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

和文献资料，经分析研究认为，苗族这三种祭祖方式在来源、目的，尊重舅姑、尚鼓、用牲习俗、生殖

崇拜等风俗方面都具有众多相似性，它们之间应存在同源异流关系，从而管窥三大方言苗族的同源关系

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邢启顺《文化批评及文化人类学共同文化批评转向探析》认为，人类学也在20

世纪开始了文化批评的转向，代表着人类学的后现代转向，文学人类学在这个同一性转向中成为一个交

点，使之在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处敏感的同时接纳了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批评视

野放大了文学批评的纯书面的文化文本，将视觉投向广义的包括非书面的文本空间，也继承了传统人类

学通过田野工作进行文化研究的方法，面对广义的文化文本进行文化批评。罗也《面具：人的本体精神

具象》认为面具是一种世界性的古老文化现象，它作为人用以同自然和超自然世界进行交际的一种文化

符号，贯穿着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屯堡地戏面具作为屯堡民众心目中的神，一直承载着屯堡民众生活

的希望和心灵的慰藉。它使得远离家乡，生活在高原大山中的屯堡人得到了一种形而上的心灵慰藉。 

相关会议新闻

·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名家论坛”举行首场报告 [2007-4-16 9:18:00] 

· 2007年历史学高级论坛会议在兰州大学召开 [2007-6-19 10:17:00] 

· 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 [2007-7-20 12:38:00] 

·
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2008 ICAES）“人的差异与自然适应”专题会议征文通知 

[2007-8-29 14:25:00] 推荐 

· 中日韩三国学者聚会山东大学研讨东方思想 [2007-9-30 1:22:00] 

·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即将在四川外语学院举行 [2007-10-24 19:59:00] 

·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举行 [2007-10-26 15:31:00] 

·
《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 [2007-10-28 

15:37:00] 

· 第七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2007-10-31 15:07:00] 

· 2007北京论坛在京举行 [2007-11-5 10:12:00] 

· 浙江省社会学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暨2007年学术年会在浙江林学院召开 [2007-11-6 19:19:00] 

· 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 [2007-11-8 20:17:00] 

· 首尔大学－北京大学韩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7-11-13 22:22:00] 

· 第九届浙江省·韩国全罗南道学术研讨会在杭开幕 [2007-11-15 9:03:00] 

· 第四届“全国世界史研究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 [2007-11-19 23:47:00] 推荐 

· 首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在京召开 [2007-11-21 10:47:00] 

· 第七届“文学遗产论坛”在湘潭大学召开 [2007-11-21 21:23:00] 

· “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在陕师大召开 [2007-11-22 13:03:00] 

· 山大举办第五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 [2007-12-3 22:15:00] 

· 武汉地区社会学学会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2007-12-1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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