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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认同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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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墨 

  布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数排名居第十位，是少数

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布依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

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布依族聚居区处于云贵高原，这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多

源地之一。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造成的交通不便和相对封闭状态，使得布依族人保存了

业已难觅的、洋溢着人类最初文明质朴和本真的珍贵原生态文化。 
  离家在外工作的人，心灵上最好的休闲处就是思乡。家乡有他们想要的所有心

水木年华的一首歌所唱：“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让她的温柔善良

伤。”少数民族同胞离开乡土，工作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在维持生计、满足物

往往不易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和文化上的满足。他们除思乡外还在努力地寻找民族意

认同。本期记者采访的几位在京的布依人，他们都钟情乡味的饮食，在家里讲布依

布依语交谈，于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中摆脱了工作的压力与虚无，感验到生活的安

受着生命的充实与愉悦。  

  据说，有专家研究得出结论：人4岁的时候，胃对食物的选择就已经基本确定，人可以在走南

闯北中遍尝各种美味，但让胃最舒服的食物永远是成长的最初阶段所吃的。这是生理上

化的认同。美国社会学家勒温（Lewin）的体会是：“为了保持一种身心健康感，

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民族认同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往往很具体，如语言、行为

织以及有关民族历史的知识。正是这些具体化了的内容显示出一个民族群体区别

体的特征。坚守并参与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的程度，是衡量民族认同的指

成为一个“小村落”，文化就是民族认同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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