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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文化背景下西南民族艺术的保护与发展策略探讨
叶子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省艺术档案馆），四川成都，620010；

摘要：西南地区，多民族文化在此交织碰撞，孕育出绚丽多彩、底蕴深厚的民族艺术，这些艺术形式，或是歌

舞戏曲中流淌的情感表达，或是传统手工艺里凝结的匠心智慧，亦或是建筑雕刻间彰显的审美情趣，不仅是西

南各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更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然而，在全球化浪潮的

冲击与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下，西南民族艺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探寻西

南民族艺术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关乎西

南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守护，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

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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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重视的

背景下，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保护与发展成为重要

的研究议题。中国西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

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民族艺术资源，如藏族唐卡、彝族漆

器、苗族银饰、傣族孔雀舞等。这些艺术形式不仅是各

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

现。本文将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视角出发，探讨西南民

族艺术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1 西南民族艺术概述

西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的文化沃土，其民族艺术

以丰富多元的形态展现着独特魅力。西南民族艺术是西

南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历史变迁与文化交流中，

通过艺术形式对民族精神、信仰、审美与智慧的集中呈

现。从表现形式来看，涵盖了音乐、舞蹈、绘画、雕刻、

手工艺、建筑艺术以及戏剧表演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

都承载着特定民族的文化基因。例如，彝族的海菜腔婉

转悠扬，以独特的五声音阶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傣族

的孔雀舞灵动优美，模仿孔雀形态的舞姿体现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赋予了西南民族艺术独特的气

质。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中，

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种交融不仅体现在艺术题

材上，如部分艺术作品同时展现多个民族的神话传说、

风俗习惯；在艺术风格上也有所体现，不同民族的艺术

技法相互借鉴，形成了兼具多元特色的艺术风貌。同时，

西南民族艺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文化层面，它是

各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记录着民族的起源、发展与变

迁；在审美教育层面，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与美学观念，

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在经济层面，民族艺术相关

产业的发展，能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助力乡村

振兴与地区发展 。西南民族艺术宛如一座巨大的文化

宝库，亟待我们深入挖掘与保护，以延续其独特的生命

力与文化价值。

2 西南民族艺术保护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2.1 传承体系断裂危机加剧

西南民族艺术多依赖口传心授的 “师徒制”“家

族制” 传承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在现代社会面临严重

冲击。一方面，年轻一代大量向城市迁移，导致传承人

群体萎缩。以贵州侗族大歌为例，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

村寨中能完整演唱多声部侗族大歌的歌师数量锐减，许

多年轻人因缺乏系统学习机会，对本民族音乐艺术知之

甚少。另一方面，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收益低，与现

代快节奏、高回报的职业选择形成鲜明对比。如彝族漆

器制作，从选料、设计到髹漆完成，一件作品往往需数

月时间，而学成出师更需数年甚至数十年，但市场回报

却难以与投入成正比，使得年轻群体对传承传统技艺望

而却步。此外，学校教育体系中民族艺术课程缺失，未

能形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系统传承路径，导致民

族艺术在代际传递中出现断层，许多珍贵技艺濒临失传。

2.2 市场适配与创新能力不足

西南民族艺术在融入现代市场过程中，面临产品同

质化、品牌建设薄弱等问题。当前，市场上的民族艺术

衍生品多为简单复制传统样式，缺乏对现代审美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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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考量。例如，大量旅游景区售卖的民族手工艺品

千篇一律，刺绣图案陈旧、银饰造型雷同，难以吸引年

轻消费者。民族艺术产业缺乏成熟的品牌运营理念，多

数产品以 “民族特色” 笼统包装，缺乏清晰的品牌定

位与文化内涵挖掘，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力。此外，民族

艺术与现代科技、新兴产业的融合不足，数字化展示、

IP 开发等创新手段应用较少，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

传播与消费趋势。如部分少数民族非遗技艺虽被录入数

字数据库，但缺乏生动的数字化展示与互动体验，未能

有效吸引公众关注，导致民族艺术在市场拓展中举步维

艰。

2.3 文化生态失衡与原真性流失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建设与旅游开发，对西南民

族艺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造成破坏。一方面，传统村

落的改造与消失，使得民族艺术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

许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发展旅游进行过度商业化改

造，拆除传统民居，兴建现代仿古建筑，破坏了民族艺

术与自然、人文环境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旅游开发

中的不当利用导致民族艺术原真性流失。为迎合游客需

求，部分民族艺术表演被简化、娱乐化，传统仪式与文

化内涵被忽视，沦为走马观花的表演项目。例如，一些

地区的民族歌舞表演刻意增加夸张动作与炫技成分，弱

化了其文化象征意义，使得民族艺术在商业化浪潮中逐

渐丧失独特的文化价值。此外，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

使得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降低，进一步加剧了

文化生态失衡，威胁着西南民族艺术的根基。

3 西南民族艺术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3.1 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结合

西南民族艺术的保护与发展，需突破传统单一模式，

将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有机结合。静态保护聚焦于物质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留存，而活态传承则致力于

让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

建起西南民族艺术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静态保护是西南

民族艺术存续的根基，通过对民族艺术相关文物、古籍、

手工艺品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收集、整理、修复

与存储，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其历史风貌与文化价值。例

如建立专门的民族艺术博物馆、数字档案馆，运用先进

的文物保护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乐

器、服饰、唐卡、银饰等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与记录，确

保这些珍贵的艺术遗产在时间长河中不被磨灭。同时，

对民族艺术背后的技艺流程、民俗仪式、传说故事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史采集，将濒

临失传的传统技艺和文化记忆以文字、影像等形式固定

下来，为后续的传承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

活态传承则是让西南民族艺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

要求民族艺术走出“博物馆式”的保护，重新融入现代

社会生活场景。一方面，可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活动等

方式，将民族艺术纳入基础教育课程和社会文化活动中，

培养年轻一代对本土艺术的认知与兴趣，让民族艺术在

代际传递中延续生命力。另一方面，鼓励艺术家、设计

师等对民族艺术元素进行创新性转化，将传统图案、色

彩、造型等融入现代设计、影视创作、舞台表演等领域，

使其在当代文化产业中焕发出新的魅力。例如，将苗族

刺绣纹样应用于现代时装设计，将侗族大歌改编为符合

当代审美的音乐作品，既保留了民族艺术的核心特色，

又赋予其时代气息，吸引更多年轻受众。依托民族节庆、

文化旅游等载体，让民族艺术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得到

展示与实践，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

3.2 教育体系融入民族艺术

将民族艺术融入教育体系，需要构建从基础教育到

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整合多方资源，让民族艺

术在教育实践中实现代际传承与创新发展。在基础教育

阶段，民族艺术应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编写特色校本教材，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音乐、舞蹈、

手工艺等艺术形式系统地引入中小学课堂。例如，在云

南地区的学校中开设傣族孔雀舞形体课、白族扎染手工

课，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民族艺术的魅力；在贵州的校

园里组织苗族芦笙演奏、侗族大歌合唱等社团活动，激

发学生对本土艺术的兴趣。同时，教师培训至关重要，

通过定期开展民族艺术师资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使其能够准确传授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与技艺精髓，避

免在教学过程中出现文化误读或技艺失真的问题。高等

教育层面，高校应发挥学科建设与科研创新的优势，为

民族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一方面，在艺术

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中设立民族艺术相关专业与研究方

向，如西南民族艺术学、民族工艺设计等，培养专业的

研究与传承人才。另一方面，鼓励高校与地方文化机构、

非遗传承人开展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实践基地。

例如，高校设计专业学生可以与苗族银饰匠人合作，

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发符合现代审美的银饰产

品；音乐专业学生可以深入民族村寨，采集原生态音乐

素材，进行创新性改编。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举办民

族艺术学术研讨会、展览展演等活动，搭建学术交流与

成果展示的平台，提升西南民族艺术的学术影响力和社

会关注度。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同样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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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社区可以通过举办民族艺术公益讲座、工作坊、节

庆活动等，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不同年龄段的居

民参与。例如，在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等传统节日

期间，组织居民共同参与歌舞表演、民俗体验等活动，

增强民众对民族艺术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利用互联网与

新媒体技术，开发线上民族艺术课程、短视频教学等资

源，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扩大民族艺术教育的覆盖面，

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和学习西南民族艺术。通过构

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体系，让西南民族艺术在教育

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实现可持续的传承与发展。

3.3 文旅融合与产业化发展

文旅融合能够为西南民族艺术搭建鲜活的展示平

台。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将民族

艺术与旅游景区、古镇古寨等有机结合，可打造沉浸式

的文化体验场景。比如在丽江古城，纳西古乐的现场演

奏、东巴文字的展示体验，让游客在游览古城风貌的同

时，近距离感受纳西族独特的艺术魅力；贵州西江千户

苗寨通过苗族歌舞表演、银饰锻造技艺展示等活动，将

苗族艺术融入游客的行程之中，使民族艺术不再局限于

博物馆或书本，而是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呈现在游客面前。

这种融合不仅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品位，也让民族艺术在

与大众的互动中得到传播与传承。产业化发展则为西南

民族艺术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以民族艺术为

核心，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演艺项目等，能够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条。例如，将西南民族艺术中的图案、色彩等

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

饰品、文具等，满足市场对个性化、文化性产品的需求。

打造大型实景演出，如《印象·刘三姐》以壮族山

歌为灵魂，通过现代化的舞台技术与艺术编排，将民族

艺术转化为极具观赏性的文化产品，吸引大量游客，创

造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又可反哺民族艺术的保护

与传承，用于培养传承人、修缮传统技艺工坊等，形成

良性循环。在推进文旅融合与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需注

重对民族艺术文化内涵的保护。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民

族艺术变味，要在创新开发中守住文化根脉，确保艺术

形式的纯正性与文化表达的准确性。同时，还应鼓励当

地居民参与到文旅产业与艺术创作中，让他们成为民族

艺术的传承主体与发展受益者，增强其文化自信与传承

自觉。通过文旅融合与产业化发展，西南民族艺术能够

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生存空间，实现从“文化资源”

到“文化资本”的转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4 结束语

综述，西南民族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是守护文化根

脉、延续民族记忆的重要使命。在多民族文化交织的时

代语境下，通过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结合、教育体系融

入、文旅融合与产业化发展等多元策略，已为其存续发

展构建起坚实框架。但这并非终点，未来仍需政府、社

会、民众协同发力，在坚守文化本真的同时积极创新，

让西南民族艺术在时代浪潮中持续绽放独特光彩，成为

维系民族情感、推动文化繁荣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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