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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地区内源发展和文化资本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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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芭蕉侗族地区传统的生存方式及现有的日常习俗出发，结

合内源发展和文化资本等观点对芭蕉侗族的社会发展进行研究，以期探

讨出适宜芭蕉侗族文化特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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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源发展与文化： 

 

内源发展的核心是否定物质因素在发展观中的主导地位，强调以人

为中心。由于发展是以人、人的能力和人的创造性为中心，因此社会—

—文化因素被认为既是发展的决定因素，又是发展的最终结果。联合国

教课文组织给发展下的定义为：发展就是转化成为文化的科学（技术、

经济、环境等的一切活动）。实际上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

展”。 联合国教课文组织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明确地说“发展即

文化、文化即发展”。而发展的文化观是对以往发展观的否定的基础上

形成的，过去的发展观是人为地把生活分割开看待，在发展中经济、物

质和技术等方面倍受重视，而社会、人性、文化和精神等方面的价值虽

然代表着人类在寻找真正的提高和解放时深切的期望，但从一开始就被

忽视，由于经济的增长高于一切，所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就被置于物质

膨胀的副产品地位，而在全面和平衡的发展中，社会、文化和人性的发

展应该是经济活动根本和最终目标，所以内源发展观更加重视文化因素

在发展中的作用，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在内源发展观中能得以更好的彰

显。 

 
     二、文化与文化资本： 

 

文化的概念很多，其中较为经典的是泰勒（E.B.Tylor）在《原始文

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

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

会的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它一切的能力和习惯。 

从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源，人与人交往的形式以及人的存在的意义都

与拥有的文化密切相关，由于历生活环境等等所造成的文化不同，从

衣、食、住、行，从礼仪到信仰，从功利到审美，从物质到精神等各方

面，不同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 

所谓民族文化资本，是指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发展可资利用的一种



方式，它以提高生产力、扩大人们的交往空间为方向，以提高人们的自

由度为宗旨，它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化的开发利用，它的现实基点是文化

产品的开发，是文化场域中权利在经济场域中价值实现，是将直观的、

具体的种种文化事项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到多民族文化经济广泛交往的过

程中，去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更进一步则是指通过这些表层的努力去

参与隐藏于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从而使民族文化能

够将过去重现，又能够使过去在现在中进行新的创造，从而获得更大的

权利。 

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重视民族文化资本的作用是必要的，对于像芭

蕉这样基础设施差、资金缺乏、交通不便，但却拥有众多民族文化及丰

富的自然资源的民族地区来说，利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投资来发展民族经

济具有重大意义。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充分发挥本民族

的文化的积极作用，创立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道路，是当代民族发展

过程中所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而文化资本是能为人们带来持续收益的

特定价值体系，它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和最终解释变

量。文化资本运营实质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文化资源必须经过不

断的重组、创新，即赋予时代性，才能更好的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三、芭蕉侗族社会发展中文化资本彰显的条件及体

现： 

 

总体来说，芭蕉地区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优美的自然

风景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而且还拥有不可估价的历史文化资

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等文化资源。从民族分布上看，芭蕉周边有土家族、

苗族、汉族等多个少数民族，长期的民族文化交融造就了此地更具有多

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了新的体现，

虽然传统侗族文化体现已不在明显，但是随着近些年西部大开发和恩施

州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为芭蕉侗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本

得以更好的彰显提供了可能条件，以下具体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芭蕉侗族

社区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发展的条件和体现： 

（一）文化资源条件： 

芭蕉侗族人口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从湖南新晃、贵州玉屏等地区

迁徙而来的，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继承和发扬侗族文化的同

时，也深受同周边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

化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从从文化而言，随着近几年对保护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口号的提出，侗族传统文化进一步被挖掘，传统的侗族文化得

到进一步开发，如：独具特色的侗族风雨桥、鼓楼，对传统侗族文化再

现的枫香坡侗族风情寨。从历史文化而言，侗族历史文化研究，内容丰

富。从地方文化而言，哭嫁歌，侗族大戏等独具特色。从自然文化而

言，芭蕉侗族地区山清水秀，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赋予其很多独特的景

观：如戽口迎客松，野生白鹭自然保护区，万亩良种生态茶园等等，都

是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依据。 



 

（二）市场条件； 

一是本地的消费群，芭蕉侗族地区紧靠恩施州市区，交通便利，整

个恩施州人口有380万人，加上湘鄂黔渝边区土家、苗、侗集居地区的

人口达1000万左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节假日消费模式的形成，人们的精神需求将会逐步上升到主体地位，

会逐步放大文化消费空间；二是有外来旅游消费群体，芭蕉侗族乡坐落

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在未来十年

内国家将有500亿以上的资金投入其建设中，而芭蕉侗族乡是恩施州内

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侗族乡，无疑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契机。两路的建成

将为包括芭蕉侗族在内的恩施州旅游开发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尤其是

州委、州政府已把绿色产业——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正在按照

“国家级生态旅游区”的目标，围绕生态和民族风情两条主线，加大旅

游产业的开发和投入力度，目前芭蕉侗族乡以形成枫香坡侗族风情寨旅

游线、万亩良种生态茶园旅游线等独具特色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旅游景

点，随着进一步的开发，芭蕉旅游业将会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优

势条件。 

（三）民族文化建设成果基础： 

近年来，恩施州紧紧围绕建设文化大州的工作目标，结合实际，做了

大量的基础性、探索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台了例如《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传保护条例》等支持和保护民族文化的

法律法规，加大对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抢修了该乡高拱桥

村10多座侗族的标志性建筑，投入100余万元修建了高达15层的侗族鼓

楼，修建了恩施地区最大的茶壶建筑。成功举办了茶叶文化节，建设完

成了枫香坡侗族风情寨集侗族文化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民族文化大观圆

等，这些举措所取得的成果提高了芭蕉侗族乡的社会知名度，为芭蕉侗

族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政策支撑： 

芭蕉侗族乡坐落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西部大开发

的范围，在未来十年内国家将有500亿以上的资金投入其建设中，而芭

蕉侗族乡是恩施州内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侗族乡，无疑将会得到更好的发

展契机。两路的建成将为包括芭蕉侗族在内的恩施的发展发迎来生机盎

然的春天，由于芭蕉距离州城只有几公里，州委、州政府加大了对其的

投入力度，不管是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都为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

件。 

 

四、文化资本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1、树立文化认同观。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前提

条件。所谓文化认同，是指“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彼此依

赖和尊重”。芭蕉地区民族文化丰富，作为具有很大开发、潜力的的文

化资源和资本，必然会为西部孕育出大批的文化产业，比如：旅游、工

艺、演出等文化产业。充分依托西部打开发的政策优势，大力发展以特

色旅游业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产业，现已成为芭蕉侗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

向之一，成为经济发展的一条可行性道路。树立文化认同观要求要把旅

 



游业与民族文化资源相结合起来，只有实现了这样的文化沟通、文化认

同，才能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时，对民族文化进行认真的保护，做

到保护发展两不误。 

2、充分调动民族地区人民群众自觉的参与意识。民族文化资本化

的一个特点就是努力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当地人可以通过这一行动参

与到发展中来。民族文化的所有者是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如果当地人

不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要保护民族文化是很难的。因此保护民族文

化，决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而应该是全社会都关心的工作，必须调动当

地人民群众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参与意识，使民族文化保护成为全社会

的一致要求。与此同时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传承和封闭地保

护，实际上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立统一，传统文化需要

现代文化，现代文化需要传统文化，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离不开本

土文化环境、由当地民族自我完成，而外部的介入往往适得其反。在一

个多民族的社会里，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3、合理利用、开发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芭蕉地区及其毗邻的鄂

西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有着很大的开发潜力，在调查中实例中，如

芭蕉的旅游资源中，除了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外，最重要的就是当地丰

富的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当地已意识到了，并在不同程度地发

掘、利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文化资源的经济价

值，充分利用极富特色的民族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提高了当地人民的

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开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看

到，当地的文化生态极为脆弱，一但遭到破坏就无法恢复，对其的开发

虽然带来的经济效益，但是所产生的方面影响也不得不考虑，所在开发

当地的文化资源时，务必要注意保护和传承，要适当的加以引导，使优

势资源得以挖掘的同时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4、重视当地的教育发展和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教育。在民族开发过

程中，发展的主体是当人民，尽管许多开发是有外界引入的，但是如何

保持长久的发展生机和动力呢，这就必须进一步发展当地教育，大力提

高当地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资本和社会发展的

良性循环发展，当然在加大对当地的教育投入时，也必须注重地方性知

识技能的培养和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应用时，必须顾及现代和地

方性两类知识体系，因为只有当地人才最了解当地的情况和他们的需

要，以及满足的最佳途径，所以在给当地传输现代思想同时，也要大力

促使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从

而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从长远上保证民族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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