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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态稻作民俗文化抢救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黎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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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中国社科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中共贵州黎平

县委、县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2005 中国原生态稻作民俗文化抢救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已于 2005 年 8 月 19 日 至 8 月 

23 日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圆满举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重庆出版集团、西南政法大学、湖南社科院、湖南社科联、湖南怀化学

院、广西文联、上海宏图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民族学院、贵州黔东南师专、黔东南民族研究所等 70 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

议。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边城晚报、怀化日报、怀化电视台、黎平电视台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参与了此次会议

的全程报导。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发来贺电，并亲笔为中国民协稻委

会设在贵州黎平县双江乡四寨的“中国原生态稻作民俗科学研究基地”题字；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乌丙安教授发表了题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遵循文化多样性法则》的专题论文

报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农冠品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主题报告。此外，在大会发言

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教授、日本国繁原央教授、韩国郑亨镐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苑利研究员，均就文化遗产保

护问题，进行了专题性发言。  

  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了近七十余名学者，对黎平双江乡双江村、四寨村、黄岗村和洪州镇平架村等原生态侗寨，进行了为期两天半

的实地考察，并参加了侗族“喊天”等萨满仪式。参观结束后，大会就黎平原生态稻作民俗的抢救、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展开了专题研

讨，提出了许多启发性、建设性的理论与建议。如来自日本东洋大学的有泽晶子教授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自信心建设问题；日本东

京理科大学的川野明正讲师以螢火虫旅游为例，提出利用地域特色，开发地域特色经济理论；日本学习院大学凌云凤讲师提出利用洪州

出美人的独特资源开发特色护扶品产业；韩国中央大学 郑亨镐 教授和韩国尚知大学 辛映明 教授以韩国用韩纸做成服装秀为例，提出

中韩两国应进行服装交流的建议，韩国中央大学校 金仁喜 教授提出的“人间国宝”（民间杰出艺术家）的保护与品牌意识等。此外，

中国学者中，中国民协稻委会执行主任刘芝凤研究员以黄岗糯稻的开发为例，提出原生态农业的保护问题；云南师范大学 陈慧 教授提

出借鉴“云南印象”，提出洪州民俗资源的开发问题，贵州黔东南师专罗永 常副 教授、湖南怀化学院旅游系主 任王文明 教授也就旅

游开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这些发言不仅启了与会者的思路，同时还为到会的当地政府与有关部门开启了智慧之门。因此，此次

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  

  在整个世界呼吁经济全球一体化而文化呼唤全球多样化的今天，讨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会议希望人们能够重新

认识民间文化，认识文化多样性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中国民协稻委会选择在中国稻作民俗原生态保持得相对完整、原始的贵州黎平县召

开，显然已经经过科学的考证与精心的安排。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圆满成功，也说明了县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民族民俗文化的品牌意

识。只有保护好、抢救好我们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我们才有能做到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失去了对民族民间文化特殊性与稀缺性

的理解和把握，也就失去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  

  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忠教授，中共黎平县委书记杨胜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

中心副主任苑利研究员，黎平县人民政府的闵启华县长，湖南怀化学院旅游系主任王文明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专业委员

会执行主任刘芝凤研究员和黎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宋维安先生也分别主持了有关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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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相关的文章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推出“民间叙事多样

·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期刊奖和第二次优

·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座谈会在京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

· “蒙古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