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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颇族文化真实性与传承功能的思考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性符号，它的存在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其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认识，同时蕴

藏着一个民族关乎生命意识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囊括了一个民

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认同和集体的共同意识。这些铭刻着民族审美趋

向的价值所在，只有在民族文化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才有存在的意义。因

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民族文化的传承毅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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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可以说几乎所有与社会经济相关的领域

都已经或将面临“国际标准”统一的“单一化”局面。例如，相通的资本

运作、相近的科技能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共同话语和同一性的社会文化取

向。然而，只有民族文化始终各有风骚，重彩不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

是各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和丰富性的缩影。事实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如今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日益加强，民族传统

文化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使少数民族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日

益突出。为此，本文将在分析景颇族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探讨新形势下

景颇族文化进步发展中传承功能的推动作用。 

一、基本情况 



现有13万人口的景颇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

余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片马、古浪、岗房及临沧地区的耿马、澜沧等

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有景颇、载瓦、浪峨、勒

期、波拉五个支系，而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支系方言，虽然各具特

色，但语法结构以及词汇方面比较一致和相同。19世纪末创制了以拉丁字

母拼写的景颇文字。1957年在其基础上作了改革，经过改进推广使用。景

颇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之外，同时也使用汉文。景颇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

造了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主要的形式有歌谣、谚语、传说、创世史诗

等。据古籍记载和传说，景颇族先民是我国古老氐羌族群中的一部分，最

早居住于环境恶劣的青藏高原南部的山区。唐代时景颇族先民沿横断山脉

南迁到澜沧江、金沙江以东地区，又经过几次大的迁徙，16世纪以后，大

量景颇族才定居于今天的居住地，不停的迁徙创业是古代景颇族的典型特

征。虽然民族迁徙是一个古老的社会行为，但它常常伴随着民族发展的始

终。逐水草、避灾祸、慕繁华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

和广泛传播。 

从成书记载的内容来看，景颇族的族源、迁徙、分布、传统文化（宗

教、民居、服饰、婚姻、丧葬、节日、文字）等方面，集中体现了景颇族

千百年来生存与发展的变迁历程；从社会语言学、地名学和民族学的角度

来看，展现的是景颇族的政治制度演变、经济发展，以及在漫长历史进程

中创造的灿烂的民族文化、目瑙文化、长刀文化和牛头文化。例如《目瑙

斋瓦》、《景颇族文史画册》、《景颇寻根》等史献类图书的出版发行，

不仅丰富了历史资料，使其具有创新性和研究价值，更是促进了景颇文化

的向前发展。大量史料证明，景颇族的太阳神就是炎帝，景颇族就是炎帝

的子孙，他们与国内的阿昌、傈僳、纳西、怒族、独龙族、彝族、白族、

藏族等同根同源，与国外的克钦族、缅族、钦族等血缘相近；他们与汉族

也是同宗同祖，都是炎黄子孙、华夏民族。日月山地名古已有之，并非出

于“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摔镜”之说，而且远在周代，日月山就是羌人祭山

祭日神之圣地。其迁徙路线，从青海河湟一带南迁，经渝树、囊谦、昌

都、邦达进入怒江上游流域，在此分为两路：景颇支为西路，进入怒江西

部，沿独龙江进察隅、江心坡和阿萨姆地区；浪速支沿怒江东部和澜沧江



流域南下，兼并六诏，建立了南诏政权。可以说，迁徙对景颇族社会发展

进程的影响及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其历史文化现象展现了千百年前氐羌族

群的生活概貌、特有的文化氛围、远古传承的生活方式及深厚的文化底

蕴，颇有文化艺术价值。这些都是对景颇族及相关民族做了比较研究后，

探索新形势下景颇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截止2010年末，德宏州共有景颇族人口13.44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11.09%。但是就全国来说，全国95%的景颇族都居住于德宏境内，可以说，

德宏是全国景颇族文化的重要发展地，是推动景颇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

口。在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国家把人口较少民族上限从10万人提

高到20万人，云南景颇族被纳入人口较少民族扶持范围。今年，云南省计

划投入１亿元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这，又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其为

大力发展景颇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由此，无可替代的内在优势和良

好的外在力量，将有助于景颇文化走得更好更远。 

二、景颇文化的真实性 

“真实性”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自己做的”、“最初的” ，其

概念最初用于描述博物馆的艺术展品，之后被借用到哲学领域的人类存在

主义的研究中。19世纪70年代，“真实性”概念延伸到旅游领域，旅游者

开始重视“真实性”的旅游体验，期望获得更真实、更深入的旅游体验。

词典释义是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特指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

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诚然，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即其在物质文

化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稳定的、正面的内容。另外，在随着

时代的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受时代特性的侵染，自然会呈现时代的特

征，但是在主体上来说，民族文化的特性还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里，

我们也得承认民族文化与时代存在着共通感，只有在坚持民族文化的本真

性的同时，再寻求民族文化与时代性的交合点，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发展民

族文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

代性。”这里就强调了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当然，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

有着好坏之分。对于景颇文化中那些落后、庸俗的部分，我们选择抛弃，



而对于那些优秀的、具有价值的文化，我们要进行发展与传承，使之能够

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相融合。就是在融合的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景颇

文化其独有的民族本真特性，因为只有这个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的

东西，一旦脱离了这个所在，那么景颇文化就会失去原先的价值，也就不

是它本来的价值所在。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民

族文化的真实性，不能够无中生有的创造出一个民族文化。就景颇族文化

本身来说，它的存在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的

度。不能超越了这个度而进入一个超前的状态，这样就违背了民族文化的

本真性。因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体本民族

特点的文化，它包括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文化的内容涉及到饮

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物质文化，同时也包括语言、文字、文学、

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和传统等精神文化内容。 

关于景颇文化真实性，它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静态”

的美，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具有极大的恒定性和稳定性。景颇族文化在向

现代文化过渡的过程中，属于民族性的本质性的东西，一定要加以保持，

这样才不失去它本来的价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某部分人的需要而将景颇

文化传承得不伦不类，因为这样的东西一旦丢失很难再找回来。正因为景

颇文化所具有的真实性，它才成为人们的关注所在。诚然，民族的文化是

民族性的，也是世界的，但民族的真实性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景颇文化

的灵魂所在。 

三、景颇文化发展中的传承作用 

文化，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形态，对外文化传播

具有特定的原则和特殊的要求，其既是对文化的传承也是发展。这里的传

承一般是指承接好的方面，是先传了再承，和继承相区别。相对于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来说，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传统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到一条适合景颇文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形成既有强

烈的时代特征又蕴含深邃的东方文化精神的景颇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由

此，景颇文化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有

力展示。开展景颇族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一是要坚持尊重本真，承而推新

的原则。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高举自己的文化气质，保持自己的文化特



色，不在强势的“单一化”浪潮中随波逐流，要大力弘扬景颇人民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努力传递多样并存的文化主张，生动展现景颇族

改革创新、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多彩、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二是

要坚持为我所用、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积极参加和举办多边文化活动，

加强与其他地区和重要组织的联系，努力拓展景颇文化对外传播的领域和

空间，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和共同繁荣。三是要坚持政府主导、

民间参与的原则。一方面坚持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对外文化传播，另一方

面积极倡导、大力扶持并加强管理和统筹指导民间力量，采取多种形式，

探索多种渠道广泛深入地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活动，避免对外文化传播的混

乱无序，努力架构起景颇文化大步走向世界的有序格局。 

在视觉信息泛滥的时代，“风格化”的作品能够很好的被公众识别和

记忆，类似于产品商标的作用。然而一个品牌的塑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需要时间积淀赋予它绵延的美誉度。近年

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我国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越来越倍受青

睐。在56朵美丽奇葩中，景颇族以其质朴的性格、豪迈的热情、鲜艳的服

饰，还有那气势磅礴素有万人之舞美称的民族传统节日“目脑纵歌”节等

独领风骚。今年5月，作为云南省第11届新剧（节）目展演的系列作品之

一，《烈焰景颇》用舞蹈形式追溯景颇文化根源，为观众讲述了景颇族数

千年的历史，获得了观众与评委的一致好评，让更多人了解了德宏，了解

了景颇族。现在“景颇”已逐渐成为德宏、云南的外在表征，成为一个品

牌文化被世人所认知和钟爱。 

当然，在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的基础上，要使景颇文化得以在竞争中

获取主动，还必须依靠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有利因素，将真实性的景颇

文化融入世界这个大的舞台，景颇文化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

空间。在现阶段，景颇族的民族经济发展还不够快，奔小康与全国、全省

还有较大差距，应该说客观上也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但挑战与机遇并

存。在具体实践中，必须不断创新机制、形式、方法和手段，才能取得较

好的传承效果。第一，要注重示范引路，带动全局。精心策划和实施一些

重要活动、重点项目，有计划有力度地向外推介景颇文化艺术精品，集中

财力人力，在重要国家和地区精心举办或集中参加综合性、多边际的大型

文化活动，促进景颇文化在更广范围传播。比如，2011年1月在芒市举办的



“德宏·国际目瑙纵歌节”文化活动，对展示景颇族灿烂文化、扩大德宏

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影响、树立德宏良好对外形象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第

二，要注重融入主流，扩大影响。对外传播的景颇文化产品和民族文化服

务只有与主流社会接触、了解才能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近年来，《烈焰

景颇》等文艺演出以及“昆明景颇族目瑙纵歌节”、“芒市地区目瑙纵歌

节”等一系列活动的举办，得到了所在地政府及当地媒体等社会各界的高

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景颇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了较广的传播。第三，要注

重加强合作，借船出海。举办对外文化传播活动时，如果能得到所在地政

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帮助，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方便性和带动力，也往往

容易被民众广泛认可，而且事倍功半、减少成本。此外，要积极利用德宏

长期以来建成的多边文化合作关系，充分发挥这些周边的文化机构对景颇

文化的介绍推广作用，通过其成熟的传播渠道和广泛的贸易往来，把景颇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传到各地，使景颇族文化在传承发展中逐步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作者单位：德宏州委创先争优活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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