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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及其协同

治理研究——贵州省贞丰县板光村为例
毛贵珍

扬州大学，江苏省扬州市，2250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以板光布依古寨为代表的民族村落在文

化遗产保护方面作却存在保护意识缺乏、保护主体错位、资金来源单一以及村落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益难以平

衡等问题。针对这些困境，本研究提出了通过协同治理来实现有效保护的策略。具体包括：加强宣传教育以提升

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构建各方协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同时培养专业人

才。通过这些措施，旨在促进板光村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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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方针，同时

也为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新的契机。以板光布依

古寨为例，由于民众大多缺乏对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价值

的认识，民族村落面临文化失落与意识淡薄困境，民族

自然村落减少，村落文化弱化、同化乃至消亡等问题
[1]
。

同时部分地方决策者往往忽视了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作

为民族村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

化、推动民族村落文明建设、建设美丽布依古寨和民族

特色村镇、发展民族村落旅游和民族村落文化产业等方

面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深入认识民族村落文化遗

产的价值及实现其协同治理，不仅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了文化哺育和支撑，也是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1 贵州省贞丰县板光村文化遗产概况

板光布依古寨隶属贞丰县挽澜镇，居住着布依族、

苗族、汉族三种民族，其中布依族人口占比达半数左右，

其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建筑、服饰、习俗等

方面。

1.1 依山而立的平底楼

古寨建筑是布依特色的平底楼，多为砖木或木石结

构，一般为三间或五间，中间为堂屋，用于接待客人和

用餐，两侧为卧室和厨房。富裕人家还会修建厢房和晒

台，用于晾晒谷物和衣物。板光布依古寨的古建院落由

于保护不到位，现在已被拆毁，包括其中古老的石墙、

精巧的石缸等有布依特色的标志都少有留存。

1.2 蕴含民魂的布依服饰

布依族的民族服饰由于地域的不同而各有特色。板

光布依古寨世代居住的布依族服饰根据不同的时节、不

同的年龄、不同的节庆有不同的搭配。在板光布依古寨

中能基本掌握布依服饰纺织技艺的大多是老一辈的奶

奶们，她们常身穿自纺自织自染自缝的布依服饰；由于

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加之现在大多数中青年人，除走亲

访友，赶集交易要礼节性地穿本民族服装外，平时皆着

汉装，对布依服饰技艺的了解甚少，出现文化传承断层

现象。

1.3 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

布依族有许多传统节日，“三月三”“六月六”（也

被称为歌节）等主要包含祭祖、祭山神、扫寨等布依习

俗，其中有特色五色糯米饭、灰粽、山歌对唱、舞狮、

舞水龙等特色吃食和活动，来预祝丰收，敬拜祖先，欢

度歌节。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板光布依古寨的青年大

多在外务工或者是读书，对节庆期间的事项也少有了解。

2 乡村振兴背景下板光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人们对民族村落文

化遗产的认识越发深刻，意识到对板光布依古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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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发展乡村经济时保护民族村落文化遗产意

识的缺失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独特的传统文化习俗及文

化遗产是民族村落乡村文明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在中国

经济发展前期对保护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忽略，以及在

近年来保护措施的不完善，自发保护意识不强，缺乏保

护规划，导致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缺乏

公众参与，导致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2]
。

板光布依古寨为发展乡村经济时，忽略对民族村落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承，是其保护意识缺失的主要体现。

2.2 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错位

资本过度介入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从工具的角色转

变成主导者
[3]
。在发展乡村经济时，以经济增长为导向，

各种古老的建筑物、遗址被现代化的机械夷为平地，各

种文物被无情的摧毁。板光布依古寨在建设美丽乡村过

程中，为整治村容村貌，进行危房改造等，对老建筑进

行拆除，古寨的原始风貌也随之消失，特色平底楼没有

得到保护与传承。同时，古寨的布依族传统服饰技艺随

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而逐

渐消失。

2.3 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来源单一

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板光

布依古寨在传承和保护民族村落文化遗产时，多是以举

办活动为主，例如春节的板光“村晚”在资金的筹集方

面一是贞丰县政府给予的资金支持，二是号召村民自行

捐款。缺少资金支持，板光布依古寨的民俗活动也难以

开展，宣传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在有充足资金的情况下，

对古建院落的修缮保护工作也会得到重视。

2.4 民族村落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两者利益难以

平衡

在前期学者对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探究

中，常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要措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我们也发现其存在的弊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许多文化遗产被商业化的操作，这不但改变了文化遗产

保护的初衷，更为严重的是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极大的

负担
[4]
。由此，板光布依古寨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在

民族村落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两者利益如何平衡的问

题。

3 协同治理在板光村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及

策略建议

3.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重视程度

增强民众和基层政府对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对于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要发挥各方协同主体的作用，强调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我们可以邀请专家学者授课，传输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

护观念，增强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提升当地干

部的专业知识素养；通过当地宣传员和讲解员的引领，

让当地居民更好的了解本地的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价值

和保护意义；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现代媒体传播工

具，广泛宣传地方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提高民众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开展知识讲堂，深入年轻人的学习路径，

从小培育对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认识、保护、传承意识。

3.2 构建协同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

为更好的将协同治理应用到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

护中，构建协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必不可少。由

于各方主体在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期间产生的利益联结需要合理规划，以

免产生利益冲突，影响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效果，导

致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失真”。通过构建利益联

结机制
[5]
，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多元主体共同行动，

加入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首先，基层政

府要充当引导者，提出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方

向以及要求，明确保护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主体。其次，

利用企业团体在人才、资金、市场、技术的优势，将民

族村落文化遗产的相关产品推向市场，增强民族村落文

化遗产保护的流动资金。最后，鼓励民族村落村民积极

参与，通过号召村民与企业团体合作，以入股的形式开

办农业发展合作社，形成农户、村集体、社会主体“强

强联合”的合作形式，丰富公共文化协同共治的在地模

式。

3.3 挖掘民族文化，培养专业人才

民族村落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内形成的，

也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作用的产物。探索民族村落文化

遗产保护，要积极运用活化利用发展模式，将民族村落

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将村落景观形态、传统的耕作技

术、传统的民族节日、特色的民族服饰、等等都纳入保

护范畴。再者，将外部知识地方化利用，将民族村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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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以新的形态在未来生活中延续的，实现民族村落

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传承。

要发挥本土人才优势。乡村振兴中的主要力量是本

土人才，应首先挖掘和培养本土人才，同时加强引导社

会各界投身本土建设当中，形成定期服务民族村落机制，

为增强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通过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将“走出去”和“引进来”并

行，积极引进相关人才，让民族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跟上新时代的轨道，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的

独特性。提升人员的专业水平素养，即加强对现在从业

人员的培训，诚邀、聘请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领军人物对

当地文旅部门、民族村落文化遗产所在村落领导成员进

行专业培训，快速提升专业水平，为人才更好的培训、

实习训练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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