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文/张素梅 

   云南西双版纳众多的少数民族为旅游带来了特殊的发展机遇，然而旅游发展同样影响了当地
文化遗产的保持和传承。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有积极
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寻找适当的管理措施，使少数民
族文化旅游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1.1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 
1.1.1 传统民族文化得以复归和保持 
   政府在旅游开发中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西双版纳州各级政府把旅游业作为当
地的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地挖掘传统文化，许多被遗忘、消失了的传统习俗被激活并
得以再生，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和消失的民俗文化。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对于傣族传统歌舞的挖
掘，引发了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歌舞的学习和继承。傣族园景区的傣族老人，通过织锦、傣族首饰加
工、贝叶经刻制等工艺过程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虽然他们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客
观上却起到了恢复传统文化、维持传统文化的作用。 
1.1.2 旅游地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凸显 
   少数民族在参与旅游过程中，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
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文化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在与游客的接触中，当地居民对于
自己的文化有了清楚的认知，当地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广泛
参与民间传统工艺品制作过程的展示活动，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这有助于唤醒民族自豪感，他们对
于自身的文化认同意识凸显。 
1.1.3 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萌生 
   文化和资源的保护，离不开当地社区的广泛参与。在少数民族旅游区，旅游参与中的少数民
族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当地居民开始意识到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傣族园
景区的开发者深知傣族传统干栏式建筑的旅游价值，极力推行保护措施，使当地居民增强了环境和
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意识到了傣楼的价值。 
1.2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1.2.1 民俗风情的失真 
   民俗风情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然而少数民族旅游区为了满足和取悦游客，一些具
有特殊意义的民俗风情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现象。就云南西双版纳而言，当地居民穿起节日盛装，向
游客展示和表演歌舞，而这些歌舞表演以前要在特殊的场合和节日才举行；他们举行一些仪式，这
些仪式对当地人来说具有神圣的意义，但现在只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愉悦。总之，他们创造或再现
的种种民俗风情，都因为迎合旅游者的喜好而有所变化，失去了往日原民俗风情的某种意义，有时
仅仅是一种形式。 
1.2.2 民族文化的变迁 
   传统民族文化本来有其真实性、淳朴性和神秘性的一面，但由于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为了
满足一部分游客落后的、不健康的或低俗的需求，有些开发商在开发民族文化时，把一些项目庸俗
化，改变了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出现了一些伪造的民俗；或不尊重少数民族，开发一些触犯其禁
忌的活动；且民族地区许多活动的展开，都是为了吸引游客，目标和价值单一，原有民俗的内涵和
存在价值改变了或消失了，失去了真实的存在环境和意义，传统民族文化被庸俗化了。 
1.2.3 传统工艺的商品化 
   旅游发展引起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工艺风格和形式上的变化，原来富有宗教和礼仪意义的工
艺品成了商品，改变了这些传统工艺原来的意义。有些旅游开发商为了迎合游客的情趣而产生了所
谓当地民族工艺品，特别是那些粗制滥造、已不能表现民族风格和制作技巧，但仍以民族工艺为表
现形式的旅游纪念品充斥于市，这会严重损害和贬低当地工艺品的形象、声誉和价值。 
2 减低消极影响和扩大积极影响的管理措施 
2.1 适度开发 
   旅游开发过程中可以对传统文化中失去存在价值的部分做有益的保留，并赋以其新的功能—
—旅游吸引物，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中正在趋同的物质特征进行保留，如传统的民族
服饰，先进的生活用具、建筑形式等。旅游发展对宗教仪式、节日礼仪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可以采取“分离”的措施。把出售的传统舞蹈和仪式作恰当的修改，使其在不同的场
合有不同的意义。 
2.2 宣传教育并加以正确引导  
   造成民族文化变异、消亡的原因有很多，旅游开发不当或过度是一个方面，而因为宣传教育
不够，人们普遍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价值认识不清是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因此要开展广泛的宣传教
育，让人们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及其遗迹和传统文化不能再创造；在与外
来文化的接触交流中，要有选择地吸取外来文化精华，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时引导当地居民进行深
度参与。通过教育和引导，将其感性的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提升为理性意识，提高人们保护民族传
统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2.3 有效控制 
   在条件允许旅游区，由政府成立独立监测机构。监测机构要对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情况和旅游
者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一经发现有损当地传统文化的行为，立即予以纠正，并且对他们进行宣传
教育，以扩大传统文化保护效应。同时监测机构每年开展调查研究，监测旅游对当地造成的影响。
调查结果提交所有利益相关者讨论，必要时对已有的策略做出修正。 
总而言之，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造成的积极、消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通过适度开发、宣
传教育并加以引导以及有效控制可以发挥其影响的正面效应，减低负面效应，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
旅游保持自己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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