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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较少民族：怎样留住最后的文化遗产？

作者:张卫臣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0-02-23 11:09:14 浏览次数：482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我国民族

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随之面临着强劲冲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人

口在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具有民族特色的村落和民居正在减少，大量传

统民族民俗实物正在消失。 

  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成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部分委员们热

议的话题。43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提案。为推

动提案的办理，并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全国政协

提案委员会将“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年度重点调研的课题之一。 

  夏末初秋，北京的早晚已有了秋的凉意，我国的南方依然是烈日炎炎。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

主任刘峰岩、王生铁任组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任副组长，部分政协委员及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的相关负责同志组成的调研组，踏上了广西和云南的调研旅程。 

  在行走中触摸真实的民族文化 

  ——广西和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为了尽可能地多看一些村寨，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调研组向地方陪同的同志表示，哪怕是翻山

越岭披星戴月也一定要进村入户。同志们每到一地，即兵分几路，来到村民家中，察看他们的生活状

况，了解生产和收入情况，听取他们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和愿望。 

  调研组看到:广西凤腾山毛南族的古墓群和云南芒捧阿昌族的奘寺，作为人口较少民族不可移动文

物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加大了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文物普查的力度，广

西新发现人口较少民族不可移动文物近30处，云南新发现近50处；在建设人口较少民族专题博物馆的

同时，广西、云南依托区域性综合博物馆，收集保护了一批人口较少民族的可移动文物。在加大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力度的同时，一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也列入各级名

录，得到比较及时的保护。 

  在广西，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得到积极推进。以民族博物馆为龙头的“1＋10”博物馆办馆模式，为

传统博物馆与新型博物馆之间的合作、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开创了新的途径。 

  在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村寨被列为省级“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这种以村寨为基本单

位实行民族传统文化在原生地整体性保护的方式，为人口较少民族村寨历史文化的保护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经验。 

  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的两难选择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难题 



  由于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少，文化核心区范围小、存续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身能力较弱。近年来，

随着社会观念、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冲击。 

  两年前，广西环江县中南村的毛南族传统民居建筑特色十分浓郁，自治区已将其列入重点文物保

护对象，但当调研组到村里时看到的却是，现在绝大多数村民已改建新房，仅个别户因经济条件所限

还生活在传统民居中，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民居被生活改善后的村民轻易放弃，改建后的新房没能创造

出符合当地气候环境、体现本民族风土人情的建筑特色。 

  在云南的大山深处，布郎族和德昂族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讲本民族的语言了，他们要走出大山，

到城市打工，挣多多的钱，改变百年来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有的小伙出了大山就再也没回来。 

  调研组了解到，在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工程实施的过程中，往往没有规划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

措施；正在兴建的广西环江县民族博物馆仅有文物500余件，不具备开馆的基本要求；不法商人对民族

文物的走私活动相当频繁，有些文物已流失境外；相当一部分人口较少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对本民族

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薄弱；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和人才都严重不足。 

  委员们深深地感到，人口较少民族在发展中面临着比其他民族更为严峻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渴求在

经济上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面临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还要不要。如何采取有力措施使人口较少

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又要在发展中切实保护好其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已成为人

口较少民族在发展中面临的当务之急。 

  守护我们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 

  ——关于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穿梭于云桂大地的山水与村落之间，伴随着一步步的深入探讨，调研组成员们对这一问题渐渐有

了清晰的脉络。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我们要在积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

发展的同时，通过对其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有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其次，要统筹规划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措施包括:制订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和

规范，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投入，开展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专业人

才的培养，开展相关法规标准的研究制定，支持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等等。 

  委员们的思考还在进行着。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公而忘私的“天下为公”精神，以义制利的“见利思义”精神……这些

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情感和个性特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是我们可以退守和栖居的精神家

园——这才是我们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也是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作者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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