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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时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国

家与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尤

其是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强度与力度。

怀化，古称五溪，自古以来就是“黔滇门户”、“全楚咽喉”

之美称，也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通向大西南地区的“桥头堡”。

怀化地处在湘鄂渝黔桂五省的交界之处，长期以来有侗族、

苗族、土家族、瑶族等五十个民族在这个地方繁衍与生息，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研究怀化市侗族与苗族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对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笔者就在实

践经验基础上，对怀化市侗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展开研究。

1. 增强全社会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意识

怀化市应该增强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力度，提高对

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思想意识，聚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营造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的氛围。

人类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主要方式就是教育与体验，也是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一个重要方式与重要途径。为了增强社会

大众对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意识，也是形成价值观与意识观的

重要方式。为此，可以在全社会利用各种手段做好少数民族

文化与知识普及教育，宣传与推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的状况，增强广大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

的认知。

如为了传承少数民族侗族与苗族的文化，可以在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可以实施侗族、苗族等双语教育，设立少

数民族保护与传承课程。同时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可以由工

作人员负责开设侗族文化知识培训班，不定期举办各种竞赛

活动，如在村寨、社区举办各种侗族苗族的文艺演出与交流

学习活动。政府也应该承担规划、组织各项活动的工作，从

多个层面分享、阐发侗族苗族文化之保护，以及少数民族传承，

以及相应的文化创新工作，从而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有

效保护。

2. 积极打造特色文化生态景区

为了保护侗族与苗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可以通过积

极打造特色文化生态景区的方式来实现。

目前，湖南怀化市一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七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十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十九处、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百九十四处。而且，怀化非物质文化资源

都比较丰富，分布很集中，非文化文化生态环境保持非常良

好，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以及很高的艺术、历史、

科学、文学等价值。

如在怀化的麻阳高村镇漫水村的“盘瓠图腾”，也是现

在世界上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麻阳苗族盘瓠族群的族徽，也

是见证与研究麻阳苗族历史与盘瓠文化现象一块生动的“活

化石”。同时，麻阳也有着丰富的苗族与侗族文化遗产，如

盘瓠祭祀活动喜欢唱《满水龙歌·根源歌》，或者述说新息

大王、盘瓠大王、四官大王这“三座大王”的来源，能增强

民族的凝聚力，以及提高民族的自豪感。

同时，怀化还有这丰富的苗族文化资源，如长寿文化、

盘瓠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农耕文化、长寿文化等，

其中还有着类似于“麻阳苗拳苗根”、“麻阳花灯戏”、“盘

瓠祭”、“麻阳苗医药”。

为此，怀化市各个区县应该积极利用少数民族侗族与苗

族的文化资源，积极打造一批特色文化生态景区。怀化各区

县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历史文化明侦，把少数民族居住的原住

民传统村落集中且连成片，然后保留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民

族风情。这样，使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物的风情与风貌获得良

好的保护，进一步宣传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政

府可以通过改厨、改水、改厕所等方式，有效使人居环境获

得良好的整治。然后建立 建立一批能够保护苗族与侗族民族

服饰、民族歌舞。民风民俗、民族美食的文化生态景区。如

可以在各个饭店、宾馆、对外服务窗口、公共服务平台的工

作人员，应该穿戴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这样打造具有浓郁

民族风情的对外形象。

同时，怀化市应该强化少数民族风情地区的管理与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培育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形成多种多样，

富有民族特色、吸引游客游玩的民俗文化生态品牌。又如可

以借着饮食文化的方式保护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侗族苗族喜欢吃腌肉、糯米、酸菜、腌鱼、油茶、

苦酒等。怀化市可以大力发展侗族苗族的饮食文化，借此保

存侗族苗族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3. 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做合理保护

怀化市有关政府部门，应该颁布科学化管理制度保护侗

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如有关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对侗

族文化的生态保护，尤其是制定独一无二的侗族文化资源与

遗产保护政策，确立一些必需要保护的“核心物种”，并做

好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工作。

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的对象，就是侗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主要就是侗歌、侗戏 、 侗语和侗族建

怀化市侗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之研究

唐守奇
（怀化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湖南  怀化 418000）

   摘  要：湖南省怀化市居住着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保护少数民族非
物质文化，本文笔者就探索在怀化市侗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实验区保护侗族与苗族等非物质生态文化，借此继承
与发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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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这些都是侗族文化的标志性元素，就是“核心文化物种”

范围之内。

我们要知道，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城镇化的扩张与村寨

的衰落等多种因素影响，侗族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

为此，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之处，积极开展

抢救工作。侗族文化遗产都是浩如烟海，政府部门应该弄清

情况，摸清家底，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为此，

有关政府部门应该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划工作，完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队伍，

完善侗族文化数字博物馆与侗族文化数据库，建立有关侗族

原生文化传习所，完善侗族“核心文化物种”保护的规范体系。

怀化市政府应该注重对第一手资料与当地戏剧文化的保

护、抢救、利用与相应的研究工作。如对于苗族侗族的歌舞，

可以从历史与传统的维度上做修复与接续。有关政府部门可

以积极开展传统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的整理与搜集

工作，包括整理音乐、表演、剧本、美术、舞台等方面的一

手资料，并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整理侗戏方面的音像资料，

如在网络视频或者自媒体上传播。通过对少数民族戏剧文化

资料与遗产做的抢救性保护工作，不仅彰显了苗族侗族文化

的个性特征，也重新焕发了侗族苗族文化遗产的张力，使少

数民族戏剧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张力。

4. 加快少数民族申遗项目的进程

申遗是保护苗族侗族古村群落、古建筑物、古遗址的特

色与整体风貌的重要措施，也是推动少数民族地方经济发展

的重要途径，也是苗族文化侗族文化占据世界文化高地的制

高点与重要措施。

所 以， 怀 化 市 应 该 把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申 遗 工 作 纳 入 到

“十二五”规划，以及强有力实施“文化强省”的战略性纲

领文件，高度重视与支持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申遗工作。

怀化市政府部门应该完善苗族侗族物质文化保护法律与法规。

根据遗产地保护做相应管理与规划。为此，怀化可以有效发

挥少数民族自治县具有的立法优势，对侗族文化遗产做深度

挖掘，并且对侗族文化做有效保护与利用，以及传承少数民

族文化遗产，以及在现当代社会做弘扬光大。

    怀化市应该严格根据申遗标准要求、不断整治侗寨、

完善侗寨风貌，全面开展苗族侗寨遗产地的商业店铺、民居、

道路、公共设施等环境整治，以及相应综合维护工作。政府

部门也应该积极争取完善对侗寨苗寨文化价值的研究工作，

并且巩固相应的研究成果。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应该以

侗寨文化景观为研究重点，加强与相关的学术团队与研究机

构相应地合作。如怀化市政府可以组织两岸侗族文化、侗族

文化传承、侗族文化国际高峰论坛，深入挖掘苗寨侗寨文化

具有的价值与丰富的内涵，推动侗寨苗寨理论成果之不会断

丰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保护奠定基础。

5. 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

怀化市政府为了保护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可以

发展一批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与

衍生产品。政府也可以围绕“衣、食、住、行”等这些方面，

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市场潜力、民族特色的民族食品、

服饰、手工艺品等一系列文化产品，以及相应地文化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区域县，建设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

业区，并且给予相应的各项文化产业项目政策上扶持。同时，

怀化政府也应该支持少数民族歌舞节目、出版物、少数民族

工艺品引进到少数民族文化景区、村寨，以及相应地宾馆，

或者举办各种网上电商交易等，鼓励发展农家乐等多样化的

民俗生态旅游模式，建立吃喝玩乐一体化的格局。在景区的

集中点规划美食街，突出侗族苗族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健康养

生等特点，设置非遗产文化美食项目，形成富有竞争力的美

食品牌，积极开展“名小吃、名厨。名菜”等一系列评选活动，

也可以在主要景点与名胜景区开设富有地方风味与民族特色

的餐饮与少数民族食品，打造一批具有浓郁的农家风味与乡

土气息的食品与餐饮，鼓励对农副产品做进一步精深加工，

增加农产品自身的附加值，营造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旅游食

品，提高农产品的市场效率，以及群众收入的增加，扩大劳

动力就业岗位。

6. 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

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应该做好文化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工作。如科学建设一个博物馆，不仅能保护文化遗产，

也能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工业化的进程，现代文明发展，也会造成传统文化的破

坏。为此，怀化市政府应该处理好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怀化市政府可以建设博物馆，保护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

也强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联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在现代主流文化价值观主导下，一直处在弱势地位，很容易

被现代文化渐渐消融。

而且，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可以推动当地经济，

以及相应的旅游业与文创产业的发展。如何通过建设旧的文

化博物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也是博物馆建设的关键。

为此，应该坚持保护传统民族文化为立场促进博物馆的发展，

不断丰富与推动博物馆文化内涵之创新，实现民族文化在当

代继承与发展，推动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怀化市政府

可以与当地美术院校展开通力合作，探究建立富有少数民族

文化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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