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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和民族口头传承文学抢救保护工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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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濒危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语

言以及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或继续发挥着凝聚民族整体、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族进步和

发展的巨大作用。我国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文字以及口头传承文学等文化遗产，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语言文字和精神文化

世界。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和精神文化，都是中华万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整体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纽带，是传承中华悠

久历史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保护和弘扬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当今建设现代化、科学

化、文明化的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我国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不同民族优秀的口传文学都有其独到民族性，同时也有着深层次和历史性的内在联系。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去珍惜、保护和抢救我们这个多民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语言文字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当今发达

社会的先进文化紧密相联，相互作用，才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发挥其独有的重要作用，进而给我国日新月异的生活带来强健的生命基

因，增强先进文化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在这一点上，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等均

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论民族大小，任何一种民族语言文化都有其特定内涵和特殊价值。从不同民族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语言结构、语言文化和口头

传承文学中，往往能够了解到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思维模式，而且对于

我们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不同民族语言的

表现形式和口头传承文学，往往代表着劳动人民同自然界的接触、交流中产生的思维规则和表述方式，代表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团结

友爱的高贵品德和情操。也就是说，这些民族语言和优秀的口头传承文学，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尚思想

品德和永恒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是净化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给他们带来精神享受、精神教育、精神力量的精神产物。它也

在教育现代人，提高民族自信、自尊、自爱、自强、自觉，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团结，对外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等诸

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文字、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千百年历

史进程中一直支撑着他们的生命和精神，使他们从远古平静而自然地进入现代社会。 

     然而，在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诸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尤其是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面临

濒危困境，由此，对这些人口较少民族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毫无疑问，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

言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它们共存的特定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也是经过千百年来千百

代人的不断创造和积累产生的非常珍贵的传承文化。不论是哪个民族，都有着悠久而文明的历史；不论哪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都活在

他们的语言这一活的化石以及口头传承文学这一精神世界里。这也是我们抢救和保护濒危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内容。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包括那些严重濒危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都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民族团结、国家强盛和走向辉煌的内在动力。由56个民族组成的文明古国———中国，

之所以能耀眼夺目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共同劳动、共同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也和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发挥的

特殊精神作用分不开。也就是说，抢救和保护濒危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同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无法分

离。如果在我们历史的记忆中，丢失或缺少了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我们的语言文化的历史就会变得残缺不全。那么，我们就会愧

对于一个完整的历史，同样愧对于未来。抢救和保护濒危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是历史和祖先交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未来和子

孙后代所渴望的责任。我们必须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对保护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中国各民族文化主权的高度，去开

展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的抢救、整理和保护工作，把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传承文学的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人的文化因素关系着社会的文明

程度，而文化和文明又关系着人的思想道德和生活理念。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社会，有优秀的

文化，就会有先进文明的社会。优秀的文化一旦被愚昧落后的文化取而代之，社会就会倒退，走向黑暗和毁灭。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

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科学地看待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作用，要提倡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和思想道德观。然而，所有这些几

乎都和文化密切相关，文化来自人的生活和思想，反过来又服务于人的思想和生活，人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



 

在文化当中，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和优秀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学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民族语言和优秀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学是由不同

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表现手段、不同社会环境和情感世界构成的产物。每一个民族，无论人口多少，都对于本民族语言和口头传

承文学有着特殊的感情，使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亲切和自然，它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总之，建设高度文明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尤其是在社会

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今天，更应该懂得抢救和保护民族语言和优秀的口头传承文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抢救和保护

民族语言以及优秀的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也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各地、各民族经

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明国家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特

别是对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严重濒危的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更应该不失时机地抓紧时间去抢救和保护，使这些语言和口头传承文学得

以保存和流传，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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