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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研究 

——《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研究》成果简介 

  

湖北民族学院彭振坤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保护

与文化产业构建研究》（批准号为03BMZ012），最终成果为《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保护

研究》。课题组成员有：黄柏权、胡源、田万掁、谭志满、刘伦文、彭林绪、朱祥贵、

司马俊莲、曹毅。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分为三大部分： 

上篇“土家族文化资源”，包括“土家族文化资源概述”、“土家语概况”、

“土家族物质文化资源”、“土家族非物质文化资源”四章，这四章内容是通过大

量的田野调查，并参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后写成的。第一章不仅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土

家族文化资源，还对土家族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指出土家族传统文化不

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还具有原生态性、兼容性、多元性、内部差异性等多重特

征。第二章对土家语的基本情况，它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情况、土家语的

现状作了介绍。第三章从“文化遗址和文物”、“名胜古迹”、“古镇”、“传统

民居”、“生产生活工具”、“传统工艺美术”、“传统饮食”等几个方面对土家

族的物质文化进行了梳理。第四章从“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音

乐”、“民间体育游艺”、“民间医药”、“民间礼俗”、“民间禁忌”、“民间

信仰”、“乡规民约”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中篇“土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分为“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理念和基本原

则”、“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对象”、“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模式选择”、“ 土

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政策措施”四章。第一章提出对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应确立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遵循文化生态主体平等、生态利益公平、生态权利公正、生

态秩序安全等原则，改变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保护模式，保护土家族文化整体性。

第二章在对中外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的保护内容和对象进行研究后提出，

要对土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宗教文化遗产等

十二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第三章在对国内外保护模式和保护经验进行研究后指

出：就土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来说，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应

有区别，物质文化遗产应以移植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为主，同时与博物馆保护相结

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采取研究型保护、建民族风情园和生态博物馆等方

式，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用确立传承人的办法。第四章提出了保护土族文



化资源的措施，即是造成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氛围，在全民族中形成共识；开

展民族文化普查清理工作和科学研究；制定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地方性法规和

实施细则；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有效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下，

适度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重视文化传统教育，把民族民间文化纳入学校教育的内容；把保护

民族文化与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 

下篇“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构建”，是该成果的核心部分，分为

“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战略意义”、

“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

业构建战略”、“土家族文化产业构建”、“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

的对策措施”等六章。第一章论述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价值实现问题，认为无

论是物质形态的资源，还是非物质形态的资源，只有通过开发利用，才能实现其价

值；不同的资源的价值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因

此，根据不同的价值实现方式，应该采取不同的开发方式。第二章分析了土家族文

化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其意义在于：民族文化资源是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重要资源，土家族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资源的组成部分，对土家族

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

强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需要，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第三章指出：在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结

合土家族自治地方与土家族聚居区的实际，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全面开发

土家族的文化资源，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创造

出能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推进土家族文化的发展与整

个土家族地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

总体目标是：通过10—15年的努力，建立起一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土

家族文化园区；打造一批土家族的文化品牌与文化精品；培育一批以土家族文化资

源为重点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企业家；培育一批土家族的文化人才；创造一个促进土

家族自治地方与土家族聚居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软硬环境。第四章提出了

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构建的八大战略:即统一规划，分区域实施战略；优

态点率先发展战略；品牌战略；产业链发展战略；节庆推动战略；人才资源开发战

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多元化投资战略。第五章分析了土家族地区文化产业的现状

和土家族地区文化产业构建的背景、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土家

族地区构建文化产业的门类选择和构建的领域。第六章提出了土家族地区文化资源

开发和构建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即进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逐步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对文化单位实行分类指导、分类改革；加强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科学的人才机制，选拔培训文化人才；培育当地市场，开



拓外地市场；改变投资方式；完善法规政策，强化宏观调控。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 

土家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土家族文化具有原生态性、兼容性、多元性、内部差

异性等多重特征；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必须有科学的理念和合理有效的保护模式；在

全球化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土家族文化资源将面临强大的冲击和破坏，必须采取强

有力的措施加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通过保护、开发、利用才能实现其价值；保

护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文化资源只有在科学合理开发利用

的基础上，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形成文化品牌，才能构建民族文化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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