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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侨乡文化“生态保育”路径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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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00

摘　要：侨乡文化的发展能够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侨乡文化的“生态保育”的工作才是现阶段重要的任务。

本文主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展开文物展览工作、探索模式推广侨乡文化等几方面，对侨乡文化“生态保”路径的传

承和发展进行阐述，有利于侨乡文化更好保存以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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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中，侨乡指“归侨和侨眷居

住较集中的地区”。侨乡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华侨以及国内联系的枢纽，与此同时，还可以展现出来华

侨对自己家乡的一种情怀。怎样持续保护、传播以及发展才

是现阶段侨乡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关键。

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法治就是治国理政基本的形式，同时它也是利用及保护

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本性的策略。侨乡文化遗产保

护需要纳入到各有关部门整体的发展计划。各级有关部门除

了应当对侨乡文化的保护负责，还应当把其纳入到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计划当中，城乡建设的计划和各级领导考核指标

的责任制。我们需要加强有关部门的责任，首先需要着眼于

计划，进一步地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互动。当城市化发展与

侨乡文化遗产的保护相抵触时，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分

工才是十分必要的，需要在实际当中形成一定的规范化，制

度化工作机制的操作。继续增加对海外华人村庄文化遗产保

护的投资和支持，积极吸引各种力量参与华侨乡的文化遗产

保护。相关部门增加对基本文化设施的投资，对于海外华人

文化的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解决资金问题后，进一步加强侨

乡文化保护的相关部门监督和法律建设。

譬如，江门武术的拳种比较丰富，其中江门新会的蔡李

佛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于如此宝贵的侨乡文化，加以法律保护更具有安全性。

确立具体的制度保护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对传承人的保护就

是对非遗资源的保护，法律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对侨乡武

术文化制定相关的法律，可有效地制止人们对其进行有意识

或无意识的破坏。

三、文物展览

文物展览就是比较常见的历史文物保护形式，博物馆的

创建具有保存我国历史文物的作用。“我国民族优秀文化的遗

产，通常能够以岩画以及传说的方面进行呈现，通过创建纪

念性以及专门性的少数民族传统博物的展览，进一步地达到

保存等相关功能”。整理挖掘出来侨乡文化优秀的资源，创建

出博物馆的陈设展览，这样一来，除了能够对侨乡文物进行

维护以及保护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的形式，以

此来认识侨乡文化的内涵和学习爱国主义教育。

四、探索模式推广侨乡文化

工业化就是海外华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倘若简单的营救，

维修以及保护没有合理的市场化以及商业化的运作支持，那

么海外华人的文化将会面临在激烈城市化的浪潮当中，没有

办法兴旺发展的一个困境。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一些地区
注重文化遗产的开发以及保护，并且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
在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协调发展背景之下，进一步地实现侨
乡城市化以及文化发展以及保护的一体化建设。为发展海外
华人文化的产业化，有必要正确认识到传统民间文化价值。

在城市化进程中，首先需要把侨乡文化的发展以及保护
有效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规划当中，进一步地实现我国文化保
护以及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发展战略。我们除了需要保留华侨
故乡传统文化的氛围，而且应该突出新的城市化特征。在侨
乡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讨论怎样通过创建出相关座谈
会，学术讨论，项目动员华侨故乡的所有继承者进行研究，
为发展以及保护侨乡文化提供一定的帮助。鼓励以及支持地
方部门彰显出来地方文化的特色，在华侨村创建出来文化的
品牌，探索产业发展的模式，促进华侨村文化的发展。创建
出来“海外华人文化研究中心”，此中心需要通过加强和各地
研究单位以及机构的合作，促进华侨乡镇的文化研究。

五、结论
综上所述，侨乡文化保护的原则以及路径就是值得深入

探究的一个课题，相关人员应该合理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需要通过文物展览的形式，来保护侨乡文化，更需要探索
模式推广侨乡文化，找到更多能够保护侨乡文化的路径，有
利于侨乡文化更好保存以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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