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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献形成特点与开发利用的新思考 

杨锐明(云南） 

魂丽的民族文献是祖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几千年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自己独特的地理位

置，自然景观和富于神秘色彩的民风、民俗中，以自身独特文化类型和语言文学、人文景观创造和形成了极其富有

研究开发价值的民族文献，这些丰富的民族文献资源是发展经济、促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条件，因此探讨民族文献的

形成特点与开发利用，不仅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经济开发意义。 

一、民族文献形成与特点 

民放文献总的来说：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历史、地理、人文、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丰富

民族特点的文献资源的总汇。它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史源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兼容博采

的资源宝库。从民族文献形成的特点分析：民族文献不同程度受着地理环境，民族融合，自然环境以及一个民族在

相对的文化单元中所反应出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等方面的制约。一般认为民族文献是由文献内容、作

者、语言三项构成，凡文献内容有关民族的；凡文献作者是少数民族的；凡是运用民族语言文字写的皆为民族文

献，这样理解是不全面的，民族文献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还必须从民族文献形成特点上，也就是文献的内涵方面

同民族发展、现状紧密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民族文献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地理关系来看，我国大体可以分为黄土高原文化、蒙古高原的半农半牧

文化、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高原的半农半牧文化，而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则居住在多种文化

之间处于封闭的内陆地带、边缘的高原地带。这些地带又属于多种文化交汇叠合，高原文化和封闭的边缘文化，因

而民族文献形成中具有多种文化交汇，五光十色，奇异多变的多样属于封闭性、复杂性的特点，如：云南省西部的

滇西横断山脉中，每座山峰之上，每个所谓的“坝子”之中，分布着几个乃至十几个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部保存

着不同类型的文化。真所谓“隔山不同语，隔河不同言”，文化差异十分明显。由于山峦阻隔，地形复杂，交通不

便，这就使多数少数民族处于一个个相对的社会文化单元之中，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对民族文献的形成是一项

重要的条件，也可以说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封闭性以及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是民族文献本身的特点所在。 

民族融合与民族文献形成的关系：在我国民族发展史上可以发现，任何一个民族从来不是单一的，纯而又纯

的，各个民族无论其民族形成的时间迟与早，历史的长与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要融入其它民族成份，因为其它民

族融入对于本身民族文化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一种民族文化形成中如果既能保存自身的文化又能融入来自各种民

族和吸收周边民族文化的成份，犹如生物界的杂交优势一样，往往能够意想不到的焕发出灿烂的光彩，我们知道文

化的影响对于各个方面都有一定渗透力，它能够反映到生活诸多方面，对社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这种

民族文化的融合一方面加快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献的形成中的自我封闭状况上有所突破。 

民族文献的形成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神奇美妙，尤其是民族文献资源几乎都与这些诱人的自然，人文景观

有着密切联系，许多神奇的传说、民间故事、历史、宗教都与此有关，许多历史名胜古迹、建筑都在自然景观中，

有的还将历史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如：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几乎包括该民族自然、人文、社会生

活的各方面，它将天文、建筑、植物、风土人情，农业生产、山水有机结合将历史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象形图案

记述民族社会发展过程，并成为研究该民族发展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通过以上对民族文献形成中与地理环境，民族融合，自然景观的关系上，可以看出民族文献形成具有以下特



点： 

1、各个民族生活环境由于受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的差异，民族文献中所反映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形态显得多样复杂，如：西南少数民族多数生活在山区，形成多个民族交叉，立体分布状况，北方民族多数大面积

分布，民族相对比较集中，由于其生活环境处于独立的分散的环境，导致了民族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性又形成了

民族文献中各民族的独树一帜的文化特点，这种特色通过文字载体保存下来后通常具有古老，淳朴，复杂多样的特

点，这种特点也可称的上是民族文献基本形成特点。 

2、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奇异多样，搜集，整理的民族文献资料，可以称之为是“活的社会发展史”，我国少数

民族居住区域，多数生活在星罗棋布，分散的群山峻岭之中，由于山峦阻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造成少数民族

文化的闭塞性和封闭性，同时也使其民族文献保存了大量原始的，传统的文化遗产，这种文献遗产可以称之为“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活标本”。 

3、民族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民族社会文化、意识文化、语言、风格、宗教等方面的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本身

具有的特点是其它文献不能替代的，斯大林曾说过“每一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身的本质特点，都有只属于该

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文献”。（《斯大林文选》下册

507页）。由此可看出，民族文献能够突出的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层次、民族历史、语言等各个

方面所具有的特点，这些特色又给人以神秘的感觉，成为人们研究开发的热点，也为研究开发提供了一部人类文化

发展史上的珍贵资料。 

二、民族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民族文献经过搜集、整理尚未开发利用之前，犹于一块块尚未出土的美玉不被世人知晓，一旦开发利用起

来，它就可以促进人们进行交流，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供人们作广泛的研究利用，目前党中央提出“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的号召，各级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如何把握好机会、把民族文献开发与利用与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有机地

溶为一体，让民族文献资源发挥其具有特色的功能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文化建设，这样才更能体现出民族文

献资源的真正价值所在。 

民族文献开发利用关键是要从现实出发，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发挥出民族文献本身的优势，从文献中所记载

的各个方面挖掘能够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潜力，在服务中寻找自己优势，开发利用时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利用民族文献本身的优势，注重整体性的开发。自改革开发放以来，各地区、各行业越来越迫切地感觉

到，对民族文献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因此各民族地区兴起、茶文化、酒文化、烟文化、服饰文化、村落文化、集市

文化等各种开发课题，并且通过市场经济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样的事不胜列举，从诸多的事例中，可以毫

不夸张的说这些开发项目都离不开民族文献。民族文献中所记载的文化传统资料之厚，文化典籍之多、民风民俗之

丰，历史文物之众是其它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开发利用时必须注意开发的重要性，要从宏观着眼充分发挥民族文献

的优势。 

2、民族文献开发利用必须密切配合经济建设，使文献资源与经济建设有机配合，互相促进。民族文献开发利

用是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和物资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年来各民族地区通过民族文献中记载的民风、风俗、节会、

艺术、民间工艺品等资料，根据本地区特点，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经济贸易。如有的民族地区通过节会举办“文化

夜市、物资交流，民族节等活动”，促进经贸发展，通过民俗，民风开发促进游业开发，通过民间美术、民族工艺

品开发，丰富了市场经济，提高了民族地区知名度，充分展示和弘扬民族文化，使民族文献在经济建设中大增光

彩。 



3、民族文献开发利用要根据各地需求进行专题性开发。民族文献中蕴藏着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开发利用时应

根据开发的项目进行系统性有目的挖掘。如：需要对某一民族地区节会项目开发的，就必须对民族文献中有关节会

源流，发展状况、特点及其开发的价值、必要等方面进行系统提供。从节会类型上分析：民族节会可分为：具有历

史文化特点的“长城仿古节”、“北京国子监节”、“丝绸之路节”。具有名人故乡文风的“李白文化节”、“女

儿节”，具有民俗文化的“火把节”、“恐龙节”。具有庙会特点的“丰都鬼城庙会”、“三月街民族节”等民族

节会。上述各类型民族节会表明，民族文献开发利用为各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也促进了各地

民族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4、民族文献开发利用充分体现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在经济建设主故场的作用，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发挥民族

地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优势，配合市场经济编制二次、三次文献，所谓优势，也就是要从大量民族文献资料中系统

地编制出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民俗人文自然、民族工艺、美食等方面有开发价值的二次、三次文献为各民族地区发展

第三产业服务，如利用民俗民风资料，编制有关民族节会文献促进经济发展，利用传统活动、利用民族服饰有关资

料促进开发民族企业，利用民族古迹文献、自然地理资料开发旅游业等等。 

三、民族文献开发利用的启示 

民族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根本，也就是如何充分发挥民族文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也就是民族地

区图书馆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问题，通过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体现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能提

高社会的知名度，从开发利用中我们从下列方面得到几点启示： 

1、从民族文献开发为经济建设所起的作用方面，对民族文献有了新的认识。目前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普遍存

在着“重藏轻用”思想，往往把民族文献搜集，整理与开发利用分割开来，当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民族文化需要开

发利用时，才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献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才真正体现出其价值，才发现各个民族在漫长的

社会进程中积淀着丰富多彩的有现实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民族文献资源，需要我们图书馆人去开发利用使之转化

为生产力。 

2、民族文献资源对经济发展和文化战略的关系至关重要。近年来有一句很时髦的提法：“文化搭台，经贸唱

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文化搭台，如何进行完善的、深层次、高品位的系统开发民族文献资

源，它赋予我们图书馆人一个新的使命，在经济建设中对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必须加以系统的、全面的开发利

用，必须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详实的资料，为发展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3、民族文献资源开发利用促使民族文化在不断地继续发展。民族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促进新的民族文

化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并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文化、新的民族文化作为综合性文化

与文化的连续性，文化的继承性是辩证统一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又促进着民族地区图书馆对这些民族文献进行全

面。完善的搜集、整理、开发利用工作的连续。 

总之，一切民族文献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和活水，每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应当充分发现其潜力，并在开发利用中

做到不断挖掘，不断搜集，既不要断其源流，也必须不断吸收其营养，建立民族地区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献藏书

体系，这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