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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依托丰富的、原生态的自然和民族文化遗产而发展起来的民族

旅游, 日渐成为国内外旅游市场上最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旅游业的发展, 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 

开拓了民族地区居民的视野, 增进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信任, 减少了民族的偏

见。但与此同时, 民族旅游开发也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 民族文化粗俗化、商品化、庸俗化

倾向严重, 导致民族文化的失真。本文拟在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失真问题研究进行初步分

析的基础上, 提出构建民族文化保护机制的基本设想。 

一、民族旅游与民族文化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 根据国际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科恩教授(Erik Cohen) 的定义, 

民族旅游是观光旅游的一种变体, 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

义上的主体民族, 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 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1](P7

7-84) 换句话说, 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

费需求。由此可见, 民族旅游是以特定的民族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一种文化旅游产品, 它是一种把

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态环境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的旅游活动。 

    民族文化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 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廷中提出,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 包括有形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语言文化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 它包括习

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2](P68-71) 

    笔者认为, 民族文化是指特定民族的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集体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文化生活事象, 是民族物质文化、社会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从民族文化的结构分析, 民族文化

可分为三大类型: 1.民族物质文化。分为两个亚类: (1)民族生产文化, 包括采集文化、狩猎文化、畜牧

文化、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和现代工商业文化等; (2)民族生活文化, 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

文化、交通运输和通讯文化。2.民族社会行为文化。分为五个亚类: (1)民族家族文化, 包括称谓文化、

排行文化、亲族文化、财产文化和继承文化等; (2)民族村落文化, 包括集市文化、乡规民约文化和村社

文化等; (3)民族民间组织文化, 包括行会文化、社团文化、帮会文化等; (4)民族礼仪文化, 包括生育

礼俗、成年礼俗、婚嫁礼俗、寿诞礼俗、丧葬礼俗等; (5)民族岁时节令文化, 包括传统节日文化、国家

法定节日文化、宗教节日文化、二十四节气文化及世界性节日文化等。3.民族精神文化。分为四个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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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信仰文化, 包括民间信仰、宗教信仰、巫术迷信、祖先信仰和礼俗禁忌等;(2)民族口承语言文

化, 包括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谚语、戏曲等;(3)民族民间艺术文化, 包括民间音乐、

美术、工艺、舞蹈等; (4)民族民间游戏娱乐文化, 包括民间游戏、体育竞技、杂技等。 

二、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失真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 民族文化会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民族文化

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是随着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 民族文化“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族文化的同化。指原来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 被异族异地的文

化所取代。[3] (P50-54)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老、少、边、穷”地区, 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

相对封闭, 因此独特的民族文化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 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 异族异地文化的

引入, 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民族文化有可能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近年来, 

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发展, 少数民族的建筑、服饰、发型、饮食、节日、生活方式等等汉化的现象越来越

严重, 历史遗迹、建筑的消亡, 特殊技能的失传, 生活习俗的改变。 

    2.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 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民族文化,把独

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旅游资源, 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

中, 民族文化被过度商品化, 所有民族文化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民族歌舞仪式、礼俗、

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4] (P68-71) 马晓京认为, 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

犹如一柄双刃剑, 利弊兼备。其中, 民族文化商品化的消极影响有: (1)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者

的猎奇心理, 在民族旅游文化演示中,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表述带有失真性。(2)文化底蕴不足及文化再现

偏颇。(3)民族文化受到破坏性、掠夺性的过度开发, 导致一些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和丧失。[5] (P10

4-107)当前, 少数民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的作法是: 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 为他们提供一些漂亮的

少数民族姑娘, 然后按照少数民族的习俗, 举行一次假婚礼, 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婚

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 一些少数民族姑娘十分商业化, 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

荡然无存, 民族婚俗完全沦为赚钱的手段。 

    3.民族文化的庸俗化。对民族文化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 导致民族文化庸俗化。表现在: (1)对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不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进行科学的评价, 而是夸大其词, 大肆渲染; (2)为迎合一些旅游者的

低级趣味, 对民族文化的开发缺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 格调低, 猎奇成分过多;(3)没有深入研

究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不能表现民族文化浓厚的民族性和纯朴性, 表现形式简单化, 生搬硬套; (4)不

尊重民族的信仰、意愿, 随意解说、展示民族习俗, 伤害民族自尊和宗教感情。一些地区在民族文化旅

游开发中, 把一些少数民族自己不愿意拿出来展示的东西搬上市场, 如纹面、神秘的宗教仪式等。这些

现象一旦变成“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展示, 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当涉及到某些敏感领域时, 很容易

伤害到民族的自尊和宗教感情。 

    4.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蜕变。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少数民族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

利等共同的价值观, 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 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 随着旅游的开

发, 受外来风气影响, 一些地区少数民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 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比如贵州的有

些旅游地, 经过旅游开发, 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 这本来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正常情

况, 但在有的地方却走上了极端。大量事实表明, 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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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民族文化传承的断层。民族文化具有传承性, 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

中断、或被扭曲, 从而使得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 甚至消失。长期以来, 侗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

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侗族每个成员都是民族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承者, 每个侗寨都有自己的歌

师。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侗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

音乐的冲击, 侗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 

    6.民族文化“原生土壤”遭到破坏。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是与少数民

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 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

的建设或者搬迁。本来, 文化的变迁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通过旅游引导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良性变迁, 但

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 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

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 加速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贵阳市花溪区的镇山村, 许多村民

将极具特色的传统石板房拆除, 盖起了小洋楼, 现今镇山真正意义的石板房剩下不足1/10了。许多布依

族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 传统社区不复存在, 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7.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模式化。政府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许多少数

民族地区, 政府采用“动员式主义”方式发展旅游, 一味强调旅游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过多干涉

旅游地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片面仿照、套用其他地区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在民族文化旅游开

发中, 缺乏科学性, 不能从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去深究内涵, 进行深层次文化创意和科学

的扬弃, 使得旅游产品缺乏文化品味和民族个性, 千篇一律, 造成模式化及公式化。湖南隆回的花瑶民

族民俗活动及风情表演就存在着简单化、雷同化、舞台化的问题, 将苗族的“拦门酒”移植到瑶族来, 

令人啼笑皆非。 

三、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与保护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 必须彰显民族特色, 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 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

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 应根据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 构

建不同的开发与保护机制。 

    1.建立民俗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 丰富收藏, 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

而建立的, 其主要功能为教育功能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6](P62-64) 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

失的重要民族文化和民族民俗文物, 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 及时抢救、收集起来, 陈放在民族民

俗博物馆, 既起到保护作用, 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考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民族文

化、满足旅游者体验民族文化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 没有充分和及时

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 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 它适用

于物质文化的保护, 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民族文化保护初期、

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目前最具特点的是永宁泸沽湖摩梭民俗博物馆, 可以借鉴

其建立及发展的经验, 走开放与动态展演相结合的创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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