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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密码”境况堪忧——四川民俗文化亟需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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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文化是我们的母体文化。它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乃至民族凝聚力、亲和

力的载体，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和内在基因，理当得到保护与重视。 

    

    如何更好地保护、开发、运用民俗文化资源，促进民俗文化产业化?这是民俗文化的现实课题，也

是不久前召开的四川民俗文化与文化强省建设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人员探讨的热点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是，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时代大潮中，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四川民俗文

化多处于艰难和尴尬的境地，不少民俗事项和器物被冲淡和边缘化，日渐萎缩和凋零，以至湮灭、消

失。 

    

    比如绵竹年画。作为四川一种著名的民俗文化，绵竹年画从宋代传承至今已逾千年，被公认为全国

年画四大家之一。而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由于四川的挽救资金短缺，绵竹年画未被排进申报

序列，极可能被边缘化。 

    

    与绵竹年画命运相同的是四川的皮影。皮影又叫“灯影戏”。所演剧目除历史、神话、传说外，多

为谐剧。影人造型夸张、滑稽，脸谱服饰多仿川剧，很有地方特色，然今亦不多。类似的还有清音、竹

琴、金钱板、谐剧……等等。这些曾经辉煌的民俗文化在新的艺术形式以及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能

否摆脱其低迷的现状，摆脱似乎日益明显的淡出和湮灭的命运? 

    

    面对我省多数民俗文化苦苦挣扎的状况，人们的感受是复杂的。一部分人认为，所谓民俗文化，不

过是一些封建、迷信、落后的东西，是上个世纪60年代“破四旧”破过而今又泛起的沉渣，不仅不是先

进文化，而且是建设先进文化所要“清除”和与之“决裂”的对象。另一种人对民俗文化抱着贵族式的

鄙薄态度，认为它境界低陋，乏善可陈，无法与时俱进，它的淡出和湮灭是势所必然，无可挽回也不值

得挽回的。再一种是出于低劣的趣味和赚钱的动机，对民俗文化抱着猎奇的态度，进行洛意的窜改和糟

踏。他们打着民俗的招牌，进行恶劣的炒作，贩卖的是伪民俗或民俗中的糟粕。 

    

    区别于上述种种傲慢与偏见、猎奇与炒作，原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精神基础，保护文化多样性、发展先进文化，对推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提侣一种文化的自觉，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十分必要。人类文

明不可能是一种文明的一统天下，不应泯灭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个性和风格。只有不同的民俗

文化相互尊重、和平共存，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所指出

的:“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

共同财富，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抢救、保护进而开发优秀的

巴蜀民俗文化，使我们“遗传密码”中的优秀部分重现异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

且得到18位评委一致赞同，成为这一领域的19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在四川民俗文化与文化强省建设学

术研讨会上，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应该以此为鉴，积极选择自身历史悠久、极具价值、不可

代替、独一无二的民俗文化珍宝，争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四川是民俗大省，在民俗文化方面四川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比如，康巴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

王传》，凉山彝族的毕摩语言、礼仪和音乐，有两千多年传统的四川漆画工艺等等。廖伯康说，历史是

资源、文化是资源、民俗是资源，民俗文化是祖先留给当代的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抢救、保护、开

发好民俗文化，进而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化，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更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消费催生市场，需求引导供给。如何抓住当今人们多元化的文化心理需求，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化，

使民俗消费成为热点，形成强大的经济效应，章玉钧对此思考颇多。他说，越有民俗特色的东西越能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对民俗文化，政府应把它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其良好发

展。而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搏出一片新天地，民俗文化最终还得走产业化道路。要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打破现行文化体制的束缚，抢占先机，集中优势，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组建和健全民

营资木参股或民营资木为主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些民俗文化产业化，进而做大做

强。章玉钧说，现在西方商业文化正千方百计挪用乃至到窃我们的民俗文化，比如好莱坞动画片《花木

兰》就是把中国民间故事题材拿过去大赚其钱。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抓紧开发自己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

打造具有持久竞争力、吸引力的民俗文化精品，抵制强势文化的巧取豪夺吗?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谢元鲁教授说，目前我省多数的民俗文化尚处于自然存在的形态，处于

为传统节庆助兴表演阶段，产业化水平很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崭露头角的可谓凤毛麟角。针对这种状

况，谢元鲁认为，民俗文化可与旅游、体育、开发电子游戏及民俗商品等结合起来，以加速自身产业化

进程。他尤其看好民俗与旅游的结合，他建议以旅游为载体，打造民俗文化精品。他说，旅游是朝阳产

业，是文化的重要经济依托，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引力来源，而民俗是最有特色的文化。四川自然风

光、人文胜迹与民俗风情均令人叹为观止，如果我们精心设计每一条旅游线路，突出不同的民俗文化特

色，把旅游与民俗风情密切结合起来，必将迎来旅游和民俗文化的双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剑华认为，对民俗文化进行产业开发，政府应有一个宏观规划，要

提供优惠政策，特别是要创造宽松的环境;要鼓励和欢迎文化经纪人或经纪人公司合法参与开发经营活

动，使市场渠道通畅;要严格选项，确立精品意识，防正粗制滥造和破坏性、投机性开发，保护好民俗

文化资源;要面向大众，从小处着眼，从实际出发，由小做大，逐步发展。 

    

    事实上，在打造民俗文化精品、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化方面，我们的近邻云南已经给我们上了非常生

动的一课。他们不仅从交通、宣传、文化、服务等方面将泸沽湖地区的摩梭文化开发得更周到、更全

面、更仔细，而且成功抢得了“香格里拉”这个冠名权，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品开发，取得了丰厚的社

会、经济、文化效益。反观我们，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民俗资源，号称旅游资源大省，但

由于在解放思想、整合资源、聚积力量诸方面总是慢了云南半拍，因此，在和云南的角力中步步落于人

后，十分被动。 

   来源：《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5年第3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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