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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注意较多的是历史文化积淀较厚、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尤

其关注这些民族相对发达的部分，至于这些民族居住山区较零散的部分，易为人们忽视。居

住山区较零散的少数民族，保存了丰富的原生态文化，具有很大的研究及开发利用价值。若

不及时抢救、有效保护和传承，这一块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最后保留地，有可能随着山区

的迅速开发而消失。 

2004 年 8 月 19 日至 21 日，由云南大学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以及云龙县政府合办的“中西部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大理州云龙县

成功举办。 

云龙在西汉设县，开采盐井制作食盐已有 2000 余年历史，盐井重要分布地诺邓村唐代

见于史载。云龙县以山地白族为主，还有彝族、苗族等 10 余种少数民族。该县的傩戏与吹

吹腔远近闻名，少数民族服饰丰富多彩，该县因桥梁众多形制各异，被誉为中国“桥梁之乡”。 

会议主题是中西部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抢救、保护、整理与开发。来自中国、日本、泰

国的 90 多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采取学术研讨与实地考察结合的方式。除大会发言、小组

讨论外，代表们还考察了云南历史文化名村诺邓村、宝丰古镇及民国名人董泽故居、天然太

极图等历史文化遗迹与自然景观，观赏了云龙山地民族歌舞及服饰展演。会议期间，还召开

关于云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以及发展旅游业的专题座谈会。 

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紧凑而热烈，既有共识，也有争鸣。讨论内容主要在以下方面： 

1、关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 

关于这一提法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借用自然科学中生态学的概念，把少数民族文化

与“原生态”结合在一起探讨，是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提交会议的 60 多篇论文，有 20 多篇

用原生态文化命名，由此反映出学者们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概念的积极回应。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是指什么不确定，自然科学可以定义，而人文科学则难以

定义。“原生态”是自然科学的概念，不能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机制。 

什么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等同于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就是指原创性未遭到破坏的，若不及时加以抢救和保护就会消失的文化。另一种

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是从生态学引入的概念，在解释人文科学的层面上不太准确，

而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概念包容面更大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缘于“历史上形成的文化

的原初状况”意义上的真正的“民族原生态文化”是不存在的。当今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世

界的每个角落，所谓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生态”概念也只能是相对的。 

2、现代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是消极的适应，还是积极地、有选择性的应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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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与会者认为：应以发展的观点，积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各民族必须参与到现代化的进程

中。也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是无可奈何的，只能是“消

解”性的适应。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主要动力源于何处？是依靠国家（包括政府、学者）的外部动

力，还是文化拥有者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大部分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来自

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主要动力源于民族本身，政府和学者只能引导和帮助各民族人民

树立自信，唤起其文化自觉。 

关于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应是

发展式的保护。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存在文化断层，呈现出一种片面的、部分的文化样式，要

找到文化的衔接点，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和保护。也有学者认为，保护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

才能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 

3、少数民族文化开发的问题 

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本身是一对矛盾，特别是旅游业的开发，对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般来说，学者多注重文化的保护，而地方政府则注重文

化的开发。大部分学者认为，关键是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辨证关系。有学者还指出，在少数

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如何发展当地人民的经济利益，涉及到文化产权、发展权、

公平性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应进行调查和研究。 

 研讨会收到论文提要 64 篇，论文 50 余篇，以下是代表性论文的主要观点： 

1、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宏观论述 

木桢等《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探讨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和特

征、西部少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对西部少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抢救与保

护的措施建议。范宏贵《全球化与原生态文化关系之我见》认为：全球化和西部大开发是不

可阻挡的潮流，若能够与原生态文化巧妙地结合，该民族的文化会更加光辉灿烂，发扬光大。

石奕龙《浅谈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若干问题》提出：现代社会已不存在所谓“原生态文化”，

而只存在着各种传统文化，它们代表的是那些还未受到现代文明冲击而变迁的面貌。要抢救、

整理民族传统文化资料，应由专业人士来从事。谢本书《关于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几点思

考》认为，原生态文化强调文化的原始性、原生性和本土性，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由于其零

散性、边缘性和脆弱性，抢救和保护更困难，也更迫切。史继忠等《论山地民族原生态文化

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传统文化是不同时期文化积淀的结果，“传统”随时代前进和文化交

流扩大，吸取新的营养而更丰富，实际上是“继续自身创造”的过程。因此，讨论文化保护

应以“发展”为基点，在“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寻找“山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

坐标。周光大等《弘扬原生态文化之精华，丰富现代民族的美好生活》认为，民族文化生态

村和民族生态博物馆，是中西部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利用与开发的重要形式，它有力地促进

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黄光成《西部峡谷地区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在江河开发工程中的

困境》提出，近年西部的重要江河大多成为大型工程开发的目标，水电开发在满足发展能源

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民族文化保护的诸多问题。目前，政府对大型工程的建设出台了环境影

响评价的法规，但却没有关于社会影响评价的要求。傅宏《民族文化产业的开发》认为：文

化多元性是世界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赖以繁荣的根基。每种文化都代表

一整套独特不可取代的价值，对于民族文化的开发，应扩展思路，从“大文化”的角度进行

思考。横山广子《主动选择和记录研究工作——山区民族文化小考》认为，“原生态文化”

的定义和内容很重要。但很快得出结论相当困难。现代急速变化的社会不允许人们主动选择

自己文化的构成，主动选择需要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在经济滞后的边远山区,应尽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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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宝贵的民族文化。 

2、关于各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具体阐述 

杨德鋆《云南省云龙山地民族艺术的个性特质》指出，特殊的地理环境、区位特点和

悠久的人文演进历程，使云龙成为沉积丰厚民族艺术资源的聚宝盆。无论是静态的建筑、雕

刻、绘画还是动态的歌舞、戏剧与服饰，都呈现着古老、多彩的容姿，凸显着鲜明的山地风

土个性特色，具有非比寻常的价值。谢道辛《山区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云

龙白族耳支歌个案研究》指出，山地白族的原生态文化存活于白族主流文化的边缘，云龙县

的白族民俗舞蹈“耳支歌”就是其中的事例。论文以耳支歌为例，讨论了山地白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对这些遗产进行保护的问题。赵寅松《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保护与开发的

思考——以云龙县山地白族原生态文化为例》以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

源、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要抢救与保护并重为主题，对云龙县山地白族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

开发提出建议。李锦平《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负面影响——以贵州省雷山县为例》认为，

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利剑，既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给各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尤其是

原生态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庹修明《建立中国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评估暨在云南澄江县建馆

的建议》认为，西南是傩戏、傩面具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在中国傩文化中最具学术与审美的

价值。在社会变迁、经济转型之际，傩文化面临消亡的挑战。建立中国傩戏傩面具博物馆的

条件已成熟。段继业《河湟地区的文化多样性：起源、价值与前景》认为，河湟地区在地理

和行政区划上并不是相对独立单元，但在文化上却是十分特殊的地区，河湟文化的特点在于

其多样性，各种民族文化形成多元文化互补、交融的现象，同时又完整地保存了各民族文化

的传统性。姚伟钧《清江流域土家族原生态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整理》指出，湖北西部清江流

域土家族地区保存了丰富的原生态文化资源。其中以饮食文化最具特色，具有研究及开发利

用的价值。吕昭义等《西藏错那县色目村门巴族的生态文明》认为，人们需要建立一种与历

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以人为中心的文明完全不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文明。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勒布办事处色目村的门巴族同胞，为我们提供了该种生态文明

的例证。方铁《关于云南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构想》，对云南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特点和

开发路径，以及开发实现产业化等问题提出初步构想。王文光等《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库的构

建与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认为，如同建设绿色经济强省要建设“野生种质资源库”一样，

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也应抓紧构建“民族文化资源库”。建议以昆明市为中心，以图书馆、

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站）、民族文化生态村为依托，形成辐射全省各地的民族文化资

源库体系。罗淳《论云南民族人口与生存环境的多样性》，根据云南是多民族人口聚居大省

的省情，力图揭示云南各民族人口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融合的过程与变异的原因。

王亚南《人文经济：一种特色发展模式》提出，云南应结合本地实际，走特色发展道路，其

经济模式的最显著特色和最现实优势，正在于“人文经济”和“绿色经济”。保持民族文化

的多样性，保护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以此作为寻求特色发展的坚实基础，正是云南准确把

握自身优势所在的选择。黄泽《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及理论视角》，分析

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 4 种类型：原生型、次生型、复合型与复归型。徐发苍《试论三

江并流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认为，云南三江并流地区最大的特色是地质地貌的多样性、植

物动物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共生共存，并就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和

开发提出建议。王清华《云南省哀牢山哈尼族地区自然生态功能、生态服务系统及林权的演

变》认为，集中居住在云南南部尤其是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利用当地的地貌、气候、

植被、水土等自然环境条件，创造出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农业生态循环系统，并形

成一整套梯田耕作与森林生态保护的传统管理方式和知识系统，保证了哈尼族在山地环境中

的生存和发展。杨宗亮《云南省金竹寨景颇族生态文化传统的延续与经济生活》认为，在景

颇族传统文化中，对自然、森林树木的敬畏和崇拜无处不在，形成了尊重、爱护自然的生态

文化传统，并演化为景颇族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玉腊《木鼓房——佤山原生态文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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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物》，以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保存的来自西盟县佤山的木鼓房为对象，分析了佤族独

特的原生态文化及其现实演变。金少萍《云龙山地白族宗教文化探析——与盐业生产相关的

宗教民俗文化》认为，云龙山地白族的盐井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与当地的历史、政治、经济、

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盐井宗教民俗文化的重要的价值在于：始终贯穿着合理利用、保护自

然资源的生态文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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