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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裕固族全国人大代表，
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老
师贺颖春每年两会都会穿上裕固族特
有的民族服饰，带上民族特色鲜明的
小礼物，送给代表或委员们。

“每年两会是向大家介绍我们裕
固族特别好的机会，所以我会尽自己
最大努力从不同角度向更多人展示我
们。”今年，贺颖春带来了《加大裕固族
民族文化保护抢救工作力度》的提案，
对有关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提出
建议。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裕固族文
化传承与保护工作面临哪些问题？

贺颖春：在政协联组发言讨论中，
我以裕固族为例，谈了当前人口较少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引起了一些委员的共鸣。事实上，裕
固族存在的情况，在人口较少民族当
中 ，如 我 们 省 的 东 乡 族 、保 安 族 都 有
体现。

裕 固 族 是 甘 肃 省 独 有 的 少 数 民
族，也是国务院确定的 28 个人口在 30
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有人
口约 1.4 万人。在长期的繁衍发展中，
形成了涵盖历史、服饰、文化、宗教、饮
食、歌舞、民俗等诸多领域的独特民族
文化。

近年来，甘肃省抢抓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
大机遇，加大了裕固族文化挖掘、保护
和传承力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护
措施。但裕固族文化保护传承还存在
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是民族语言濒临消亡。裕固语
呈现出使用人口急剧减少，使用者日
趋高龄化，使用范围日渐缩小，传承出
现严重的断层断代的濒危特征。

二是民俗文化不断流失。由于受
专业人才匮乏、技术条件薄弱等因素
制约，许多经典民俗文化还来不及挖
掘整理，就已随老艺人的相继辞世而
流失。知晓裕固族传统风俗、民间故
事、历史典故等裕固族人群锐减，并呈
现年龄结构普遍偏高的趋势。

三是传统技艺逐渐沉寂。目前肃
南 县 掌 握 传 统 服 饰 制 作 的 已 不 足 十
人，裕固族中平时着民族服装的不到
10%，在一些少数民族村落中，传统民
族服装仅为重大节庆活动的礼服。

中国环境报：目前，少数民族语言
遭 遇 传 承 危 机 ，面 对 强 势 语 言 、全 球
化、互联网等外部因素的冲击，裕固语
的现状如何？

贺颖春：目前，裕固 族 语 言 处 于
濒 危 状 态 。 本 民 族 的 文 字 已 经 失
传 ，只 有 口 头 语 言 存 在 。 1.4 万 裕 固
族 人 中 ，会 说 裕 固 语 的 只 有 7000 人
左 右 。 其 中 ，掌 握 东 部 裕 固 语 的 有
4000 多 人 ，掌 握 西 部 裕 固 语 的 有
3000 多 人 。 2010 年 ，裕 固 语 被 国 家
列 为 9 个 正 处 于 濒 危 状 态 的 弱 势 语
言之一，也是文化部和国家民委“中国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工程”全国试
点抢救保护项目之一。

为拯救裕固语，我们从幼儿园开
始，就设有裕固族语老师。不过，学校
里，裕固族的语言教学不像新疆、西藏
等地那样进行双语教学，而是通过使
用国际音标的方式开发的乡土教材，
在课外活动时间由老师给孩子传授裕
固族的语言、历史、歌曲、文化、民俗、
饮食习惯等内容。

2014 年 8 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

一中学成立了裕固族文化研究所，在
裕 固 族 文 化 传 承 、语 言 培 训 、口 语 展
示、传统习俗学习以及古文献搜集整
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中国环境报：对于少数民族文化
保护传承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商
业化对其有什么样的影响？

贺颖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
们裕固族以及其他存在相同问题的人
口较少民族，乃至民族大家庭中的所
有民族，都有保护与传承的意识，有保
护与传承的自觉。否则，保护与传承
工作从何谈起呢？

至于商业化力量对传统文化的影
响，我认为，商业化是经济社会必经的
发展阶段，不能是抵抗商业化进程，而
是将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的
发展结合起来，通过采取好的措施、发
展好的产业、创造好的就业机会等，吸
引孩子们留在当地。因势利导，才是
正确的解决方向。

中国环境报：对于人口较少民族
文化保护与传承，您有哪些建议？

贺颖春：一是加大投入力度。试
点设立专门的专项保护资金，增加有
效经费投入，或者通过政府搭建信息
政策平台，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到文化
保护传承中来。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将人口
较少民族保护传承与发展列入文化事
业发展整体规划，制定更为科学有效
的政策措施，逐步实现保护工作的规
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三是加大对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的项目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类
似裕固族语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推
广普及双语教育；积极探索文化遗产
保护与旅游开发，以利用促保护，推动
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最大化。

四是加大少数民族地区人才队伍
建设。重视发现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
文化能人、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对
做出突出贡献和具有特长的人员给予
特殊政策照顾等。

民族文化保护有多种形式，以 丽 江 的 纳 西 古 乐 和 东 巴
文字为例，它们拥有重要的学术、考古和文化价值，但是如
果丽江没有开展旅游开发，山门没被打开，游客没有走进
去，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因没有市场价值而进入博物馆甚
至消失。旅游开发让更多人有机会学习、研究和弘扬这些
民族文化。

同样，在湘西地区，原来土家族的扎染、蜡染、木雕等传统
艺术也存在同样情况，市场给了这些传统文化新的活力。凤
凰旅游文化的开发，使原来很多生活日用品成为旅游纪念品
和旅游工艺品，价值得到提升，吸引了很多人学习这些艺术。
这就是旅游开发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

保护是要有开发的保护，否则将缺乏根基。当然，没有保
护的开发也是不可持续的，二者相辅相成。文化旅游产业，只
有确保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才有可游览的价值，才可以吸
引游客。 （本报记者童克难采访整理）

我是从 2006 年开始在云南曲靖开展少数民族社区发展
保护工作的。村子叫平寨，是一个壮族村，地处广西、贵州、云
南三省交界。

这个村子具有典型的壮族特点。但是，在与外界接触的
过程中，村里人对本民族文化慢慢产生了质疑，很多传统的东
西被否定，给村民造成了“外界的才是好的”的错觉。

2007 年，我们开始做一些增 强 村 民 对 本 民 族 文 化 认 同
的工作。同时，结合文化传统，开展经济建设。如组建妇
女手工艺小组，制作刺绣等获取经济价值，提高她们的积
极性，同时引导年轻人加入，实现代际传承。从 2000 年开
始，村里年轻人陆续出去打工，给村里方方面面带来了很
大改变。比如说手工艺小组，发动的成员都是三四十岁的
妇女。年轻女孩从小就去上学，刺绣还勉强胜任，剪纸已
经后继无人。一些习俗也在变化。以前，村里人办红白喜事，
都是亲自操持，邻里之间互相帮忙，现在都是出钱请人了事，
很多习惯已慢慢淡去。

我们认为，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传统文化的消失并不是完
全对立的。商业化能把传统文化中很核心的东西提取出来，
还能改善村民生活水平，这是它的优点。只不过，商业运作
中，村民在乎的传统越来越少，而更在乎赚钱多少。

我们希望能把二者协调起来，不过，挺难的，目前还没找
到很合适的方式。 （本报记者王琳琳采访整理）

裕固族代表建议保护传承求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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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习
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作为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
分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日益受到冲
击。如何辩证、创新地发展和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我们必须思考
的问题。

一个不注重文化多样性的国家
不可能构筑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少
数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包
含语言、服饰、习俗等重要内容，反
映着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心理、
气质、品格、神韵等，是一个民族的价
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
惯的体现。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对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凝聚力、自
信心和自豪感，建设更加美好的精
神家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家重视抢救和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如对古籍进行
挖掘、整理、保护，投入巨资对古遗
址进行保护、维修等。采取多种形
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注入
新的活力，如藏族的雪顿节、蒙古族
的“那达慕”、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民
族的开斋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
火把节等传统节庆活动，更是得到
大力弘扬。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还存
在严峻的保护与传承困境，缺乏资金保障、发展的产业基础
以及保护的人才支撑等。

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巩固一个民族存在的
根基，就是呵护一个民族发展的活力源泉，就是增强一个多
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为此，首先，加强领导，做好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少
数民族文化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加
强文化遗产的搜集及整理工作，对保护的内容做到心中有
数，避免流失。对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语言、服
饰等，进行整体性保护。

其次，突出特色，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真性。要以对
传统文化的敬畏心，善待少数民族文化。既要赋予传统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使其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要保
留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再次，创新机制，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各政府固然
应承担保护的主导与主体准则，但社会各界、广大民众和文
化文物工作者也责无旁贷。应建立健全全社会参与保护机
制，动员吸收各方面力量，投入保护传承中来。

此外，还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只有这样，才能
守住我国多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使
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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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琳琳

裕固族人大代表贺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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