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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的文化建设研究 
——以湖南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为例 

◆万  玲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长沙） 

 
摘要：新常态的背景下，民族的延续性发展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撑。

湖南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贵州、云南省等地区，那么，瑶族文化就成

为了湖南标志性文化之一，展现了浓郁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了强大的生

命力和影响力，符合特殊艺术作品价值。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在保

护、传承、创新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彰显民族文化内涵的

特殊艺术作品。另外，在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为湖南瑶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瑶族 

 

 

一、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概述 
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存量调整的基础上，对投

资结构与产业结构驱动力进行有效的优化[1]。在提升经济增长的
同时，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进行构建的过程中，需要顺应时
代的发展需求，不断提高适应性与灵活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
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全国人民的实际需求上，进一步
推动社会经济健康的进一步发展，围绕艺术创作，不断的挖掘传
播价值、文化价值等。 

二、湖南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意义 
湖南大部分位于洞庭湖的南侧，因此，被称之为湖南。湖南

省，瑶族人口众多，沉淀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底蕴，丰富了当地的
文化形式。因此，提升湖南瑶族优秀民族文化建设，是现代化精
神的需求，也是民族文化品质提升的需求。基于艺术创作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视角上，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凸
显瑶族文化特征，创新瑶族内在文化价值，使用现有的瑶族文化
艺术资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其中，重要的开发意义
是：（1）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湖南瑶族文化题材
挖掘与开发，是艺术与文化创新的重要体现，也是传播的重要载
体。（2）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更加倾向的是引导
与需求，需要在特殊的价值当中，展现民族的现实向价值，将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新之后，呈现到大家的视野当中。（3）艺
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需要按照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
发形式进行有效的协调。避免中华民族文化被篡改的事情出现，
保持一个正确的轨道进行前行。（4）需要把艺术创作与民族传统
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展现较强的服务性与产业性、艺术性。 

三、湖南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价值 
第一，展现较强的文化发展价值。湖南瑶族传统文化建设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方式上的创新。艺术创作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需要把传统的瑶族文化与艺术创造结合起
来，创新文化艺术传播形式，增强民族文化的软实力。（2）需要
丰富瑶族文化的传承。以瑶族文化体系为载体，唤醒群众的民族
自豪感，增强民族信念。（3）需要在科学、科研、文化产业的基
础上，为艺术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展开对应的协同优化，为精髓传
统文化提供有效的理论性基础[3]。 

第二，从学术价值上看，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
（1）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瑶族艺术创造价值与文
化价值。增强实践性，提高艺术的品质。（2）进一步推进湖南瑶
族艺术的题材创作，为未来的艺术教育，提供全新的改革思路。
将艺术创作与民族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提供新的切入点，丰富
新的艺术教育体系内容与方法。 

四、湖南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要点与实践探索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瑶族属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已经存在

了上千年的历史，并在湖南这个省市形成了固有的文化体系。但
是，在时代的变迁过程中，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的发
展不容乐观。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使用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湖南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另外一方面需要在艺术的创作上，把湖南瑶族文化作品的艺术性
呈现出来，展现传统文化形式上的有效魅力。凸显对应的文化特
质，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强传承核心上的建设，避免形式化
的方式出现。 

例如：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就是在瑶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探
究新的传承文化发展。编剧、导演全部在深入的基础上，进行尝
试发现，对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居住区进行风土人情了解，然后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瑶族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究[4]。感受当地
的文化魅力，取景并拍摄当地传统文化。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师
生以戏剧的方式，演绎着湖南瑶族优秀文化，传播着新时代的创
新特色。如：湘剧《书香天下》主要就是介绍了湖南省江永县独
特神秘的女书使用文字的方式、婚礼的方式、歌舞的方式、唱堂
的方式、女红的方式，向世人展现了女书文化的独特性，并获得
了省内外大奖。独幕剧《永远的温暖》也是把瑶族文化作为背景，
描述了红军长征时期的英雄事迹。不仅深刻挖掘了内心深处的情
感变化，同时也以小见大，反映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精神。同时，也展现了瑶寨的秀美与温婉，热情与朴实。另外，
主题歌《盘王之女》就是把瑶族民歌与现代化电音相互融合起来，
展现较强的生命力[5]。并且剧舞美设计的过程中，每一个道具都
展现了瑶族乡亲爱国的情怀。倡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与价值观，构建较强的民族元素。再例如：微电影大赛中“我
的中国梦”就是以瑶族文化轻微题材，将更多的人物特征展现出
来，表达了对湖南瑶族文化的浓厚兴趣，从不同的视角，演绎着
不同的湖南瑶族文化，并将传统性的文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结合起
来，呈现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五、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的文化建设研究策略
——以湖南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为例 
第一，加强艺术创作。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不仅需要提高
推动力，还需要打造特色艺术作品。（1）需要深入其中，亲身观
察传统文化魅力与风采。使用查阅、走访、探索等形式，对文化
素材进行整合。（2）把丰富文化资源素材，经过艺术思维，展现
强大的形象特征。（3）使用各种以文学、电影、戏剧等艺术载体，
完善艺术作品。第二，提高宣传力度。举办湖南瑶族传统文化艺
术创作交流会，构建多元化的形势活动，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
在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提供对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延伸对应的
教育价值与商业价值。延伸文化艺术创作产业链，通过图书、动
漫、建筑等形势，构建文化产业和文化艺术。在多维度，全方位
的平台上，实现绿色开发积极向上的文化传承氛围构建。第三，
构建信息数据库。其中，包含了资源种类情况、数量情况、存储
状况情况、分布状况情况等。在“互联网+”时代下，将图像、
音频、影像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展现较强的学术性价值[6]。第四，
构建文化传承队伍建设。需要把民间文化、民间技艺、民间活动
等内容呈现出来，健全传承人的发掘机制。在政府的支持下，实
现资金上的支持与奖励。构架传承人培训机制，吸引更多的人才，
保护稀缺的人文化资源。第五，提升文化旅游开发进程。需要在
湖南瑶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的迎接新的挑战。丰富区域的
旅游资源与文化资源，挖掘深层的红色文化价值，构建对应的旅
游业。实施开发旅游观光与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商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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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另
外，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需要不断的挖掘瑶族村
寨旅游资源推广项目，历史文化资源推广项目，自然环境资源推
广项目。在特色的基础上，全面宣传，打造湖南瑶族文化经典，
完善品牌建设，弘扬传统，创新现代文化[7]。在“特色乡村”的
基础上，以旅游文化为载体，弘扬优秀价值，促进湖南瑶族文化
的进一步发展，构建 “美丽村寨”的美好形象。 

总结：艺术创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湖南瑶族优秀传
统文化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
机。保证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避免了传统文化的劣势状况，挖
掘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进一步推进优秀民族文化创新建设。在理
论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展现较强的实用性。秉承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想，探索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建设之路，
让优秀的瑶族文化在得到传承的同时，也得到有效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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