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您是第   3948587    位访问者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书刊博览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民族经济 | 民族文化 | 民族理论 | 民族医药 | 民族饮食 | 民族服饰

         五大宗教 | 民间信仰 | 宗教理论 | 宗教典籍 | 宗教常识 | 宗教圣迹

  

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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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论坛 

 
 

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 

 
 

 
    高永久  刘庸 

 
 
      城市化从发轫到今天，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阻挡的潮流。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作为

经济现代化标志之一的城市化都会给西北民族地区带来全面的挑战，尤其表现在民族传统文化方

面。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迅猛推进，改变着城市和乡村的面貌、组合着人际关系网络、拓

展着社区的边界、整合着人们的交流方式。城市文化以无法阻挡的穿透力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刚性

结构中，并逐渐取代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形成的地位和作用，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被

替代的境地。 

 
      在这种民族文化日益变迁的情境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居民的传统文化必然面临着城市

化推进带来的严峻挑战，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如果失去

了文化承受者，那么，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西北

地区有很多民族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确实已经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再一个问题就是民族传统文化



面临变异的危险。现代文化伴随城市化而来，民族社区年轻一代的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

会使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文化变异；有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还面

临另一种形式的困境——涵化，这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无力阻挡城市化推进带来的结果，涵化包

含了接受、适应和抗拒，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少数民族在文化涵化过程中的抗拒，在生活方式当

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如何应对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当前保护西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最为迫切的问题。少数民

族文化作为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客观存在，它不仅具有一般文化所具有的特点，还具有

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如甘肃特有的民族东乡族、裕固族和保安族的外表服饰等特征从直观而言

就明显不同于南方的彝族、傣族和壮族等，更不要说深入分析各个民族文化的内涵了。事实上，

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正是其存在的理由，也正是需要保护的根据。因为现代社会转型造就

多元化，培育多元化，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性。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生态

意义不仅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体民族文化的发展。既然各民族文化如此重

要，又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呢？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来进行保护。 

 
 
 

准确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 

 
 
 
      由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形态各异，在城市化的巨大冲击面前，表现形态也是千差万

别的，如有的民族文化遇到的冲击较大，有的则较小。只有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现状有比较全

面、详尽、准确的分析和把握，才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做到有的放矢。 

 
      弄清楚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现状需要深入到西北民族地区进行全面的田野调查，这是一项难度

极大的工作。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有

哪些，怎样加以利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哪些要素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发展的潜力，怎样才能够适

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哪些优秀成份能够继续把民族的象征传承下来，哪些

文化因子容易或能够和现代城市文化相结合；哪些文化无法在现实社会情境中生存，保护它也是无

益的。当然，由于田野调查范围有限，具体到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应该认真进行论证，

也只有在充分了解个体民族文化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才可以采取相应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改变“ 传承两难”的困境 

 
 
 
      西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民族传统文化在继承

当中的“文化缺失”问题。针对“传承两难”的困境，需要缓解两个方面的矛盾： 

 



      首先是政府方面需要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政府可以通过制度的结构优势，塑造传承设计“可

期望的框架”，保证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维护各民族的利益。政府方面的制度安排可以减少民

族文化被破坏的程度，降低保护成本，提高效益。政府体制的稳定作用能够起到“政府效应”，

减少因城市化推进而带来的紧张、对抗甚至危机。 

 
      其次是各族居民应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每个民族都有对自己祖先光荣历史的记忆和复

兴民族文化的渴望。培养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认可，就能使完整、系统、充

满活力的民族传统文化传递到年轻一代的民族成员身上，这是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发展的前提。

要摈除家庭传承的局限，稳妥地扩大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手段和方法。当然，各

民族文化在不断地“再地方化”过程中，需要注意当地居民文化的行为标准、文化容忍和冒进束

缚等规范，防止“再地方化”的扩大化。 

 
      其实，任何民族传统文化的拥有者一代又一代地传递民族文化要素的时候，文化的接受者在

一生当中都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现代社会，各种地方文化都会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年

轻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知，他们一旦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就很容易接受外来的优

势文化，而对本民族文化弃之不顾。所以，培养各民族年轻一代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能够

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他们受到的现代文化的影响要比他们的前辈

大，要让其在认可本民族文化、立志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现代社会的情境中重新审视本

民族传统文化，认真对待开发和利用的问题。因为，年轻一代既接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又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对现代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触，他们会把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城市现代文化进

行对比，从而发现一些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方法和途径。他们能够利用所获得的现代文化知识，对

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发扬，摈弃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合乎时代发展的文化因子，弘扬积极的文化因

子，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利用。 

 
 
 

保护民族传统物质文化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表现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如服饰、建筑、器皿、书籍等，这些物质文

化载体往往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可以说，物质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体系存在的基础。当

前西北各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遭遇到明显的“侵蚀”。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在服饰、建筑

等方面，有些民族社区已经很难区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尤其是杂居在汉族居民中间的少数

民族。 

 
      保护也是双方面的事情。从政府的角度讲，各级政府既要向城市社区的各族居民提供足够的

物质性的保护空间，也要给各族居民提供参与民族社区建设的机会；从居民的角度看，各族居民

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应走出狭小的社区生存空间，融入现代社会，达到和当前文化的相互适

应。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工艺品、服饰、歌舞等进入市场，这是对

传统民族工艺品的一种很好的保护方式，是一种民族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发展或者是民族文化

“再地方化”的一种反映。以这样的方式保护民族文化不仅可以使民族传统文化被更多的人群所



了解，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进一步发展，同时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其实民族物质文

化融入商品经济的机会越大，与经济效益的联系也就越紧密。这意味着民族文化在现实社会中有

存在的土壤，有利于它的保护和发展。 

 
 
 

传承各民族的活态文化 

 
 
 
      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以外，还有无形的精神文化，如各民族的民

间文学、特色艺术、价值观念、风情习俗等。它们一般是未被文字记载或音像记录的尚未定型的

文化事象，主要存储于少数民族成员的头脑和思想意识中，依靠口头传承，一旦承载的个体消

失，这些文化也将随之消失。同时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当中，即在外部具体环境的变化下

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活态文化植根于民间，是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对于活态文化的保护是民族文化存亡的

关键。在思想意识上，要在少数民族居民的思想意识中树立保护民族活态文化的自觉意识。民族

传统文化是全人类的宝贵财产，其保护、发展与进步是人类共同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哪一个政府

部门负责任的事情。有关部门要在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上加大力度，使每个

公民真正具有保护民族传统活态文化的主人翁意识。在行动上，不仅要保护活态文化存在的载

体，还要加大对活态文化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活态文化的载体有人、所处的环境

和实行的条件。就作为传承民族传统活态文化载体的个体而言，为了使活态文化不至失传，要在

各民族中实行广泛的文化宣传教育，扩大接受活态文化的个体范围，在该民族中营造一种自觉的

文化传承机制。同时，各级政府应把对活态文化的保护列入政府工作目标，并制定具体的保护制

度或法律，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创造切实的保障。 

 
      另外，依据各个民族所处的不同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保护策略，这是进行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关键。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既要能够促进本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又要能够实现本地区民族文化的顺利变迁；既要把发展策略与目前的社会发

展趋势相联系，又要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尊重他们的选择；要注重物质文化的发展，更要重

视优秀精神文化的发展；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文化效应；要考虑短期的利益，更要保

证长期的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民族文化的创新、传承和保护的有机统一，使民族传统

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

政府的事情，而且是全社会的事情，广大民族成员更应该积极保护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应

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自觉的传承和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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