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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扬 

——以布依族为例 
袁时雨 

（驻贵阳地区军代室  贵州贵阳  55000） 

【摘  要】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少数民族的主要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所在，在我国文化宝库中占据很重

要的位置。本文以贵州布依族为研究对象，对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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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是贵州省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无论是民族

语言还是服饰等方面都十分独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的探索，是民族文化理论研
究的重点课题，是保护、发扬少数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效

途径。 

1  贵州布依族民族文化传承特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民族文化将随着村落的
消失而面临很大的冲击，所以，保护贵州传统民族文化对

传承世界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贵州布依族民族文化传承的情况看，少数民族文化

传承特点如下： 
1.1  上一代对下一代的言传身教 
上一代对下一代的言传身教让文化得到了有序传承，

这是文化传承最主要的方式，例如，布依族人民非常恪守

“尊老爱幼”这一传统观念，他们觉得有了老人、有了上
一辈才会有我们这一辈，我们理应去尊重并赡养他们，这

样我们的下一辈才会来孝敬我们。布依族人不只是嘴上说
说，更是这样去做的。布依族年轻人和老人相遇时，一定

会礼让；老人在时，年轻人也会很守规矩，不会唱情歌，
更不会打情骂俏。正因为布依族老一辈认识到尊老的重要

性，才会影响后代人，并让“祭老人房”等宗教文化活动
传承下去，老少和谐成为了布依族的形象代表。又如布依

族非常注重的“和睦相处”意识，许多时候也是通过言传
身教被延续下来的，举个简单例子，布依族妯娌、婆媳关

系都非常和谐，这种和谐关系的养成不只是该族人民温柔
性格的体现，更与上一辈的言传身教有很大的关系。女子

还未成家时，就耳闻目染，且在女子出嫁时，母亲一般都
会唱《嫁娶歌》教女为人媳之道。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

化的言传身教对文化的传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 
1.2  外来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带来的影响 
文化传统作为民族意识的体现，它一般是通过具体的

文化事象呈现出来的，也总会被外来思想所影响。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因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在传承、
发扬中显得比较脆弱，外来文化很容易侵入。虽然，这些

外来文化不会对本民族文化的性质带来影响，但是会对文
化传承、发扬过程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猎物见

者有份”这一传统是在布依族狩猎时起就产生的集体意
识，其更深层的文化含义是该族人民无私的民族心理[2]。

随着汉文化的涌入，布依族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向
农耕社会发展，这种“猎物见者有份”的传统也随之消失，

但该族“无私”的集体意识并未因该文化事项的结束而失
去。再如，“二月二”对歌传统，是布依族传统婚恋自由

的体现，但旅游业开发、兴起后，外来游客的涌入，“二
月二”对歌择偶的表象意义逐渐被淡化，但该族男女婚恋

自由观并未因此改变[3]。 

2  贵州布依族民族传统文化现状 

2.1  民间文化更具代表性 
布依族文化是该族人民在不断地实践探索中慢慢积

累、传承下来的精神文化财富，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其
中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民间文学方面。布依族民间文学很

多，有神话传说、有童话故事等，题材广泛，且这些故事
都来自于该族人民对生活的体会和感悟，例如，《三兄弟

找水》是具有代表性的神话，讲的是在干旱时期，三兄弟
面对着干枯的土地和快要枯萎的庄稼，决定共同找水度难

关，在找水时，他们面对了许多困难，最终在打败石头精
后找到水源，帮村民度过难关的故事。该类故事体现了布

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自然的敬畏，这类故事的
口口相传，也体现了布依族为生活努力，坚毅的品质。 

2.2  民俗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布依族最突出的特点是虽然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印记，

但是依然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民俗文化仍然占据
主要位置。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布依族人民一般都居住

在溪流两岸田坝旁，同姓聚集居住，房屋一般建在坡脚，
这也就是布依族比较典型的“干栏”建筑。此外，布依族

服饰也很有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也在发生着改变，其中，
妇女的服饰变化最明显。例如，布依族姑娘研发出的蜡染

法，她们所穿服饰也主要是以蜡染为主，并逐渐发展为民
族特色服饰。布依族人民对外来文化并非盲目排斥，他们

更愿意去吸收其中的闪光点，并将一些元素与本民族文化
融合在一起，正因该族人民的包容度，让布依族文化底蕴

变得非常浓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想
了解布依族文化的原因所在。 

2.3  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创新方面 
的问题 

虽然布依族文化特色十分明显，但是在文化发展过程
中，也有一些缺陷。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早期的布依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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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因传统设计与特征，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大，但随着
时代的进步，通过不断地改良后，出现了很多美观的服饰，

又重新进入到年轻人的视野中。当人们的眼界变得开阔
时，对文化的眼光、要求等也会发生变化，要发扬传统文

化，就要结合时代内涵加以创新，如今布依族在这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 

3  贵州布依族民族文化传承与发扬 

3.1  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潜力，突出少数民族 
文化特色 

一方面要强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整理，布依族
等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很多文化典籍要整理；很多遗址还需

要被保护；很多技艺还要被抢救性传承。对于布依族来说，
极具民族特色的蜡染、刺绣等工艺是民族的代表和象征。

其中，“八音坐唱”更被称作“东方远古音乐活化石”，还
被选进了国家非遗名录中。另一方面，还要采用“走出去”

发展策略，要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被跟多的人知道、理解
和接受，就需要走出去，与其他文化社团建立良好合作关

系，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出本民族。只有彰显本民族文化特
色，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才能使本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宝

库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要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
则，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通过代代传承，

对本民文化的宣传、教育，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3.2  把握少数民族本土特色，科学进行品牌定位， 

传承发扬文化 
少数民族地区本土特色十分鲜明，要有效进行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可以做好品牌定位，发展旅游业。具体如下：

第一，要做好品牌定位。这就需要全面认识民族资源特色，
对民族特色旅游品牌进行定位，迎合广大游客的需求。这

是传承本土文化的关键。第二，要做好受众定位。这就需
要对目标市场加以细分，准确分析，定位游客心理，对他

们的年龄段、消费能力等加以科学划分，为他们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第三，可以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文化旅游品

牌能够彰显民族文化特色，是文化传承的必经之路。可以
开发贵州红色旅游线路，深入了解红军文化，加大民族村

寨的发展力度。同时，还可以开发如纪念馆等场所为载体
的文化旅游路线。 

3.3  与新时期文化融合，强化文化创新，制定科 
学的发展战略 

在新时期社会环境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文
化也要紧跟时代趋势，在迎合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不能

失去本身的文化内涵，在国家大文化的背景下加以创新。
布依族民族文化要得到持续发展，就要制定可持续发展战

略，树立可持续发展观，采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加以宣传。
少数民族文化属于小众文化，只有从永续发展的角度出

发，才可以让其得到更好地留存。这就需要少数民族文化
传播者用长远发展的角度去传播文化、发扬文化。 

3.4  提高文化与教育资金的投入比例，全面实行 
课程综合改革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离不开教育，少数民族地区因地理
环境、经济等因素的限制，师德文化的发展面临着难题。

所以，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一窘迫加以改善，最主要
的就是要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与教育。近些年，虽然国家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比例也在逐渐提高，但是和其他
地区进行比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具体体现在一些村寨

基础教育设施不完善，师资队伍建设不足，教师薪资待遇
需要提高等。针对这一情况，就必须要就当地教育体质机

制加以革新，有效提升教师的薪资待遇，发布优惠政策，
留住更多教育人才。同时，还要加大对布依族地区学校课

程革新力度，将课程的民族性、时代性体现出来，强化对
本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 

3.5  利用精准扶贫战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 

文化要传承、要发展，经济保障是很重要的。布依族
受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影响，贫困面还是很大的，这对文

化的传承、保护是不利的。为此，要加大经济建设。只有
经济水平提高了，其他问题才会得到有效解决。布依族需

要有效把握国家指定的优惠政策制度，抓住精准扶贫战略
规划，因地制宜，加以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

中，要有效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发展间的关系，
不仅要搬出产业，更需要将文化搬出去。现在布依族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在特色水果产业发展
中下功夫，对减产果树品种加以改良，建设春能赏花、秋

能采摘、观光的经济发展格局，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
了经济基础。 

4  结语 

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传承和

发展是一项持续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不忘初心，不断前
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新

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时代机遇，尊重民族文化、传承民
族文化，这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需要承担的责任。贵州布

依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同胞，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
时代赋予的使命，需要去挖掘文化发展潜力，突出少数民

族文化特色，让优秀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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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职，研究方向：党建理论，思想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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