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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桃民族文化与地方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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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松桃民族文化的现状及走向 
        地处“湘渝黔结合点”的松桃苗族自治县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5个苗族自治县之一，有

汉、苗、土家、仡佬等24个民族，其中苗族群众占总人口的42.5%。在地方文化建设中，以

民族文化活动、城市规划建设、市场化运作和民族语言教育为主要载体，巧借“民族力”，

打好“文化牌”，将具有浓郁地方风情和丰富民族特色的松桃民族文化艺术进行全面展示和

推广，使之成为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张通行全面的靓丽名片。 

加强苗族文化研究力度主要是加强博物馆建设，才能保证民族文化研究顺利进行。博物馆

是一个集大成之地,是向外界展示的一个窗口,集中展现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政

治、教育、人物等，它不光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很好的旅游资源；可以给游客最贴近最真实的方式去触摸历史,感受现在,为渴望了解苗族的游

客提供一个机会。而当今苗族地区的博物馆建设普遍存在着资金不足,文物和资料也缺乏专门

的人才来整理和保护等诸多问题,这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无疑是重大损失。同时苗族文化的研究

在人力物力的投入上还要加大力度，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对其研究应该是一

项系统性、长期性的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只有正确掌握了解苗族文化，在

开发项目上才能够标新立异，形成鲜明民族特色，这样才能符合游客的求新求奇心理,才能够

吸引更多游客。 

  新松桃融入民族文化的魂魄 民族文化艺术塑造了松桃独特的人文底蕴，松桃人也将

这种文化底蕴融入了城市的规划建设之中。在松桃新城的规划建设中，松桃人将民族文化和

城市建设有机融合起来，一个“民族城市”已具雏形。在县城新区大道入口中央，两具身着

盛装、翩翩起舞的苗家姑娘雕像耸然而立，给人“少数民族县”的第一感觉。投资2500多万

元、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的世昌广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园”。在广场正中，松桃苗族

自治县抗美援朝英雄龙世昌的高大雕像向人们解说着那段悲壮的战斗故事。醒目的名人墙

上，记录着当地从明朝到现代的10位历史名人。两根10多米高的傩戏图腾柱，反映了当地人

民驱除邪恶、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林荫小道旁，镶嵌着对山歌、傩戏、捞油锅等反映苗族

同胞生活习俗的铜像，布局合理。56个少数民族的颁与习俗、“百家姓”、苗族刺绣图案、

名言警句等，被雕刻在长长的广场防洪堤墙上。 

  在七星广场“画卷墙”上，文圣孔子、诗圣杜甫等“中华十圣”的雕像栩栩如生，图

文并茂。9根8米多高的图腾柱上，苗族同胞赛龙舟、打棒棒猪、上刀山、下火海等习俗和技

艺组合成一幅生动的“民族图”。新城投资1.2亿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民族仿古休闲街

工程已经动工，全面建筑按照少数民族居住习惯进行施工。市场化 带来民族民间技艺奇葩绽

放，民间绝技绝艺丰富，有上刀山、下火海、口舔红铁、针穿喉咙、死鸡复活等50多种惊、

奇、险节目。绝技绝艺是松桃民族文化艺术百化园中最为吸引世人眼睛的奇葩，松桃苗族自

治县因此享有民族绝技绝艺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在将民间绝技绝艺和其他民族艺术发扬光

大的过程中，市场的作用也一样功不可没。通过市场的包装与运行，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民族

绝技和民族艺术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货。 目前全县共有绝技绝艺表演队伍16支、队员320
多人，主要分布在世昌、九江、正大、盘信等乡镇，近年来这些队伍常年在国内外一些著名

风景区和大中城市签约演出，每场演出收入上万元。世昌下大坪民间艺术团现有演员28人，

常年在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巡回演出，并多次代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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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省外出比赛，均获得好名次。 成功的市场化运作使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民间绝技绝艺走出

国门，先后到美国、新加坡、加拿大、韩国、苏丹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欢迎。不

仅是民族绝技绝艺，松桃苗族自治县的其他民族文化艺术门类也在市场化运作之中得到有效

推广。独特动听的苗歌在经过包装，推向市场后，松桃全县产生了苗歌VCD、DVD光碟经营

户24户，从业人员83人，年销售额近30万元。苗歌还被编入手机彩铃，受到手机用户的欢

迎。鲜艳、漂亮的苗族刺绣也成为备受周边县市群众欢迎的装饰品。有20多家苗族刺绣经营

店应运而生，一融刺绣卖价少则上百元，高则近万元，许多苗族家庭的主要收入就靠刺绣。

双语教育 民族文化传承有保障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苗语是

苗族人民交流的主要语言，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苗族聚居区的学校，应用苗

语、苗文作辅助，实行苗、汉双语教育教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重要载体，苗族和苗文受到

国家的重视。近年来，松桃苗族自治县采用多种形式，传承苗族和苗文。2006年8月，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和国家民委在松桃设立苗族语言环境建设示范区，该县明确了5个示范乡镇、12个
示范村、130个示范户、12所示范学校、22个双语文教学示范班，示范班有在读学生1600余
人。为使苗族语言环境建设取得良好效果，该县于2006年12月举办了苗族语言环境建设培训

班。示范村开办夜校班，把示范户和不是示范户的部分群众集中起来学习，2007年开办以传

播农业农村实用技术知识苗文为主的各类夜校29期（次），参加学习人数2856人次，产生了

良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苗族语言环境示范区建设启动后，从事双语文教学的教师增强

了积极性，学生学习苗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学生的入学率上升。

2007年，双语文教学班增加到27个，在读学生增加到2000余人。2007年9月，在省、地的支

持下，《苗文课本》正式出版，各示范班学生人手一册。 

  松桃地方民族经济反客为主推进跨越。通过招商引资，不断延长锰产品的产业链，充

分利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机遇，积极调整发展思路，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

锰资源优势，大手笔做大做强锰产业文章，基本形成了以锰资源开发为龙头，集化工、冶

金、建材、食品等行业于一体的工商业经济体系，工业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松

桃地方民族经济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松桃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5﹪，增幅名列铜仁地区前

茅。2008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工业经济位居全区第一，享有中国“锰

都”美誉，跨入了全省工业县的行列。 

        加强宣传树立品牌形象，形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观点，在商业界得到普遍的认可。

开展苗族文化旅游，要想获得可持续性的经济利润，则只有通过不断的宣传，提高其知名

度，树立起品牌形象，扩大社会影响，才能被旅游者感知、认可，激发旅游需求。苗族地区

经济相对较为落后，新闻媒体和旅行社是旅游业腾飞的翅膀，可以通过大型节庆、电视广播

媒体、旅行社等的直接性、长期性宣传，来树立旅游品牌。宣传时必须高举民族牌,突出民族

特色。也可以举办一些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化艺术节日,这种社会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比如台

江“苗族姊妹节”利用台江苗族独特节日进行大规模宣传，一下子在国内外树立了品牌形

象，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可以编写一些小册子，记载苗歌苗舞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游客

较感兴趣的话题，向游客分发，这样可以扩大宣传。 

  开发苗族旅游文化,必须大力培植一批具有苗族文化特色的产业，这些产业与旅游业是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主要是大力发展苗族特色的工艺品与饮食文化产业。苗族的民间工艺

品种类繁多,具有较高的苗族艺术特色与收藏价值，然而这些工艺品的旅游商品附加值较小，

科技含量低，同时生产能力低下，很多地方都属于手工操作。面对广阔的市场,这样的产品及

生产能力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旅游业发展步伐。因此,必须把民间工艺品作为一项产

业来开发,让原始的手工艺品走出传统的圈子,在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对生产工

具、制作工艺、原材料进行改进,实行规模化、科学化生产,开发出各种品种、各种档次的系列

旅游产品,以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此外，苗族的饮食文化产业市场前景也较为广阔，如可以

将一些苗族特色菜肴制作成方便食品,这样就可把苗族的风味小吃带出山寨走向市场。以前游

客只能在苗族山寨里品尝到的苗族美味,也可以购买回家品尝、或馈赠亲友,这同时也是一种宣

传，扩大了苗族的社会影响，培育和开发潜在的客源市场。 

  文化活动让民族文化艺术生动起来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环境造就了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

文化的异彩纷呈，也让松桃成为名副期实的民族艺术博物馆。松桃苗族自治县寨英镇是中国

滚龙艺术之乡，十几个村的男女群众都擅长滚龙表演。一条滚龙长40多米。威锰矫健的寨英

滚龙舞动起来如行云滚水，引人注目。每逢元宵佳节，寨英滚龙都要到县城表演。滚龙舞

动，气氛热烈，县城也变成了“不夜天”，观看的群众常常把各条大街围得水泄不通。县辖

孟溪、大路、妙隘三毗邻乡镇正在打造“贵州花灯艺术之乡”，各村组男女老少都会唱会

跳，花灯队伍多次到省、地、县演出，赢得观众好评。花鼓是当地苗族群众的习俗，表演动

作刚柔并济，十分优美。每逢传统节日，从小孩到大人，他们都要聚在一起以打花鼓庆贺。



《松桃民族文化与地方经济研究》相关文章 

丰富的民族文艺艺术资源是祖先留给松桃人的宝贵财富。在松桃，每月“四月八”、春节等

民族传统节日，当地政府就会组织筹划一些大型活动，并通过这样的大型庆祝活动来集中展

示和推广独特的民族文化。 

  每年苗族传统节日“四月八”，由当地政府在县城中心广场组织的大型民族歌舞表

演，都会吸引来自重庆市秀山县和湖南省花垣县的数千苗族同胞和当地群众一起载歌载舞，

尽情欢乐。而另一个由松桃苗族自治县政府主办的民歌大赛，则早已成为当地各族群众踊跃

报名参与，一显风采的品牌活动，每届大赛脱颖而出的10名“民族歌师”，则成为用歌声弘

扬松桃民族文化的使者。2008年9月，松桃苗族自治县举办民间绝技绝活和武术大赛，印江、

重庆秀山、湖南凤凰等周边县上万名观众慕名而来观赏。 
借贵州电视台“多彩贵州”的舞台，松桃苗族自治县积极挖掘民族文化潜力，精美的苗族刺

绣被世人青睐，催生了苗族刺绣、雕刻等一批民族文化产业，造就了一批民间艺术家。田应

昌创作的民歌《贵州老家》走进了贵州电视台，《苗家“六月六”》被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

滚动播放一周。为了使民族艺术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松桃县千方百计为民族文化艺术提

供展示的舞台，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因此声名远播。 
 

二、松桃民族文化与地方经济研究的相互作用 
   近几年来，从民族文化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著述较多。与民族学人类学、

社会学等学科不同，民族经济研究的侧重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经济发展

的文化背景，以及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同时从民族文化视角探讨民

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城镇化建设，从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其

中，以研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论著最多。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主要江河的源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生态环境及其可持续

发展问题近几年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面对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不少学者

从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宗教观等方面探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探讨民族文化与生态环

境的互动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是一种能维持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必

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创新、转换和发展，才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的学

者分析了苗族等民族的生态文化，对各民族生态文化的复兴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

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认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所蕴含的古老智慧，为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在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方面，松桃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县”的目标，推动各地研

究者纷纷探讨如何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而在城镇

化建设进程中，学界则关注民族文化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强调在城市建设中体现民族特色，

避免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此这方面，有

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资本化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镇化的适应模式探讨等，提出了新

的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从民族文化视野对我国农村、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土地承包制”进

行了反思。认为我国实施的农村土地政策符合大田农作区的文化传统，因而获得了较大的效

益，但是在非大田农作区的西部民族地区则潜藏着诸多隐患，如降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诱发生态环境恶化或激化社会矛盾等。因此，松桃应针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背景适当调整土

地政策，与当地民族文化形成合力，才能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作者：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委统战部:唐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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