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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仫佬族文化保护内生机制探析
＊

□谢艳娟

［摘　要］　如何保护与传承民 族 文 化，赢 得 文 化 的 多 样 性，是 人 类 面 临 的 共 同 课 题。尽 管 在 这 方 面

已有诸多努力与实践，但是相较于 全 球 化、城 市 化 而 言，仍 显 得 弱 势。可 喜 的 是，在 一 些 地 方 性 的 实 践 中

已走出了依靠人民群众 的“内 生”发 展 路 子，罗 城 仫 佬 族 文 化 保 护 即 是 例 证。通 过 剖 析 认 为 只 有 实 现 文

化、社会、经济、民生的多赢格局，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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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２０世纪中期 以 来，保 护、传 承 民 族 文 化 便 成

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近些年来，随着

中国内地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一些学者更是

提出了“保护古村落”“留住美丽乡村”“留住乡愁”等

主张，通过让“文化留村”，进行乡 村 文 化 重 建，按 照

文化区域、民族、村落类型 等 进 行 一 对 一 的 保 护，借

助发展乡 村 生 态、娱 乐、旅 游 等 特 色 文 化 形 态 实 现

“文化兴村”等。［１］［２］［３］在 笔 者 看 来，恰 如 一 些 学 者 认

为的，应把当地人的发展主动性调动起来，从他们的

文化、固有思维和行动实践中，形成 民 族 文 化 的“内

生”机制，才有可能找寻出适合其自身文化保护与发

展的路径，才会收到最佳效果。［４］

内生机制源起 于 参 与 式 或 内 源 式 发 展，其 核 心

是“赋权”，即以人为本、文化优先、全员参与、自下而

上，尽可能多的让当地 人 利 用 自 己 的 知 识、经 验，参

与本地发展项目的每一个环节，并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培

养当地人的 文 化 自 觉 和 文 化 自 信。［５］就 时 下 中 国 内

地的民族文化保护来 说，这 方 面 还 有 待 加 强。基 于

此，笔者拟以罗城仫佬族文化保护为例加以阐述。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１２ＢＭＺ０３４）；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桂 西 北 人 口 较 少 民 族 发 展 研 究 基 地”

招标课题（项目编号：ＲＹＢ２０１４０８）；河池学院重点科研课题（项目编号：２０１４ＺＤ—Ｈ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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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概况

仫佬族是广西１１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

居地为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罗

城县”）。清初顺治年间，“一代廉吏”于 成 龙 初 仕 罗

城知县时曾题“山似剑排，水如汤 沸”。县 内 除 了 仫

佬族外还聚居 壮、苗、侗、瑶 等 多 个 少 数 民 族。各 少

数民族传统节日和风俗丰富有趣，尤以仫佬族的“依

饭节”等最为独特。近些年来，罗城县在民族文化保

护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先后被评为“广西社会文

化先进县”“广西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文化先进

单位”。依饭节被列入了国家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录，仫佬族博物馆成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辖内东

门镇石围屯 获 得“中 国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村 寨”荣 誉 称

号，长安镇崖宜屯被评为“广西特 色 旅 游 名 村”。笔

者与课 题 组 成 员 先 后 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对罗城县知名度较高的民族文化

传承公共场馆、主题公园、民 俗 旅 游 村 寨、民 族 文 化

经营企业、民族文化传承个体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在

此基础上剖析了其中的运行机制，以 期 对 时 下 民 族

文化的保护有所裨益。

目前学术界关于仫佬族文化保护研究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仫佬族传统节日、习俗、宗教仪

式、歌舞、传统体育竞技、传统工艺、民族文化心理等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研究，如雷晓臻、银浩等；［６］［７］二是

对仫佬族民族历史史料、民 间 文 学 作 品、传 统 民 居、

古村落、历 史 遗 址、民 间 文 物 等 物 质 文 化 的 保 护 研

究，如潘琦、杨炳忠等；［８］［９］三是对仫佬族旅游文化资

源、医药文化资源、农业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经营的

开发式保护研究，如王山、周鸿、谢艳娟等。［１０］［１１］这些

研究虽然涉及了仫佬族文化保护的主要内容、方法、

路径、模式等多个方面，但是缺乏对仫佬族文化保护

机制运行内在机理的探 究。基 于 此，本 文 拟 结 合 罗

城仫佬族文化保护实践案例，探讨 其 中 的 运 行 机 制

及其可资借鉴的意义。

三、罗城仫佬族文化保护的

行动逻辑及实践案例

罗城县在民族 文 化 保 护 方 面 有 着 独 到 的 做 法。

当地政府提出的“文化名县”战略，主张把 民 族 文 化

保护、群众收入提高、旅游 产 业 链 构 建、区 域 经 济 效

益提升结合起来，即在政 府 引 导，精 英 策 划，群 众 为

经营参与主体的机制下，形成了民 族 文 化 保 护 与 创

新的社会氛围，体现了以群众受益 为 主 的 人 本 化 取

向，而不是以政府政绩，少部分人的利益为主。这就

激活了当地人的文化保护意识和 能 力，使 他 们 有 足

够的文化自信，依靠本民族自我力量，创造出充满文

化特色、文化经营活力、文化和谐发展的多赢格局。

（一）以群众组织为龙头，立足传统村寨村落，形

成浓厚的文化保护氛围

民族文化保护 需 要 当 地 人 的 文 化 自 觉，全 员 参

与，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但 在 行 动 上 如 何 准 确 地 体

现出来，并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则是一个难点。除

以人为本的基本政策外，罗城县 的 具 体 做 法 是 充 分

挖掘仫佬族传统上对本民族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及保护、传承的意识，以 群 众 组 织 为 龙 头，立 足 石 围

屯等４个传统村寨村落，构建积 极 主 动 传 承 仫 佬 族

文化的社会氛围，从而收到了良好的保护效果。

个案１：仫佬族文化保护的群众组织与成绩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罗城县当地共有１２支文化

志愿者队伍、１０２支 城 乡 业 余 文 艺 队、１１６支 业 余 体

育队、３０多支农村龙狮队，散居在农村、乡镇基层一

线的各类乡土文化骨 干 人 才 多 达４００多 人，这 些 都

构成了仫佬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力量。以村寨为单位

的民族文化发展经营也获得了 成 功，如 东 门 镇 石 围

屯、四把镇铜匠村、小长安镇崖宜屯等。石围屯古村

落有近７００年 的 历 史，２０１４年 获 得“中 国 少 数 民 族

特色村寨”荣誉称号。铜匠村组织了多种民俗参观、

体验、娱乐项目，成为展 示 仫 佬 族 特 色 文 化 的 窗 口。

崖宜屯则利用濒临武阳江畔，生 态 环 境 优 美 的 自 然

资源优势，致力于生态旅游村建设，２０１４年 被 评 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色旅游名村。

（二）充分发挥协作精神，组建各类民间协会，形

成文化保护的组织保障

仫佬族“其居地常同一族姓，团结力量甚强”，①

自古以来，就有 一 股 团 结、坚 忍、奋 进 的 精 神。其 大

多是以同姓家族聚居一个村庄，还 有 一 些 较 大 的 姓

氏如银、罗、吴姓中设“冬”，由“冬头”来 管 理 冬 内 具

体事宜，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有力地维护了

宗族的团 结 和 凝 聚。此 外 ，仫 佬 山 乡 还 有“会 款”

“土岭公约”等传统社会组织 ，这些都体现了仫佬族

人特有的推崇协同发展，注重集 体 组 织 管 理 作 用 的

传统社会文化。［１２］在新的形势下，仫佬族这种重视集

体力量，谋求共同发展的文化习 俗 仍 然 发 挥 着 重 要

功用，譬如各式各样民间协会的建立与实践，都为民

族文化保护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个案２：仫佬族的民间协会

仫佬族有各类民间协会，诸如本土作家协会、民

间文学协会、书法美术 协 会、诗 词 楹 联 协 会、山 歌 协

会、乐器协会、醒 狮 队、龙 队 等 文 化 类 协 会。以 服 务

特色民族经济为主要宗旨的医药协会、毛葡萄协会、

① 刘锡潘．岭表纪蛮［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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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协会等行业协会，在当地社会 文 化 经 济 生 活 中

发挥着广泛影 响。如 成 立 于２０１２年８月 的 仫 佬 族

医药协会，组织建立了仫佬族医院，仫佬族医药研究

所，发掘整理了全县２　２００多种药材，调动全县仫佬

族医药研究工作者群体力量，编撰 了 中 国 第 一 部 学

术著作《仫佬医药》。在培养仫佬 医 药 人 才，推 动 仫

佬族中草药建设基地，开发保健养 生 产 品 等 方 面 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引领作用。

（三）借助仫佬族传统 节 日 习 俗，形 成 本 土 与 外

来有机融合的文化创新

在一定意义 上，文 化 保 护、传 承 与 创 新，离 不 开

文化采借。所谓文化采借即是对“异文化”的习得与

汲取，为文化涵化的一部 分。［１３］仫 佬 族 人 长 期 与 壮、

汉等民族杂居，在经济、文 化 各 方 面 与 壮、汉 等 关 系

密切，从而使仫佬族人的 宗 教 文 化、生 产 文 化、教 育

文化显示了兼容并蓄，同时又不失 自 我 本 色 的 文 化

涵化特征。受其他民族文 化 的 影 响，仫 佬 族 的 宗 教

信仰由原来的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向现在

含有汉 文 化 特 色 的 佛 教、道 教 在 内 的 多 神 崇 拜 转

变。［１４］耕读传家，崇文重教，以农为主，以商为辅的经

济文化生活也是长期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如今在

新的形势下，当地人没有 因 循 守 旧、固 步 自 封，而 是

能够创造性地融入了很多文化元 素，有 效 地 激 活 了

民族 传 统 文 化，譬 如 近 年 来 举 办 的 全 县 性 的“依 饭

节”就很具有代表性。

个案３：仫佬族“依饭节”里的文化创新

依饭节原本是仫佬族人民感恩还愿、庆祝丰收，

以祭祀先祖与神灵为主旨的传统 节 日，整 个 活 动 以

依饭道场的唱神、颂神、跳神为中心。现今它已演变

为涵盖民俗、艺术、体 育、经 贸、旅 游 于 一 体，形 式 多

样，功能多元化的文化庆典活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首

届仫佬族依饭节举办，不仅有传统的祭祀活动，还融

入了由当地群众主演或参与的草龙舞、抢粽粑、仫佬

竹球、台阁顶马、猫狮表演、山歌“歌王”擂台赛、土特

产贸易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活 动 和 经 贸 活 动。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二届仫佬族依饭节，突出民族特色

与群众性。表演节目全部由本地演员完成。参与民

俗巡游活动的八个方队，全部由各 乡 镇 民 间 艺 人 和

业余文 艺 队 组 成。整 个 文 化 节 有 原 生 态 依 饭 节 展

示、民族巡游、民族风情歌 舞 与 传 统 体 育 表 演、走 坡

歌圩，仫佬剧演出、民族特 色 街 参 观、仫 佬 族 医 药 发

展论坛等系列文化活动项目。

（四）做强地方性特色 产 业，实 现 民 族 文 化 保 护

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格局

近些年来民族 文 化 的 市 场 价 值 和 经 济 效 益，在

文化产业化的推动下显现无遗，与 此 相 适 应 的 文 化

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体系也逐步建立。在仫佬族

诸多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 的 事 例 中，仫 佬 族 野

生毛葡萄酒的开发颇具代表性，充 分 体 现 了 仫 佬 族

人利用传统饮食与制酒工艺文化、生态资源优势，自

主开发，自主经营的文化资本转化能力。

个案４：罗城仫佬族野生毛葡萄酒产业

野生毛葡 萄 是 罗 城 仫 佬 族 地 区 独 有 的 葡 萄 品

种，用其酿造的葡萄酒 口 感 独 特、营 养 价 值 高，当 地

人自古就有用土法酿造红葡萄酒的习俗。当年于成

龙离任时，民众就用珍藏多年的土酿红葡萄酒相赠，

以表爱戴和惜别之情。随着野生毛葡萄人工种植实

验的成功，当地政府提出了大面 积 人 工 种 植 野 生 毛

葡萄，构建生产红葡萄酒、白兰地、葡萄籽、葡萄皮加

工产品产 业 链 的 富 民 计 划。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罗 城 县

举行了首届野生葡萄酒节暨野生葡萄酒产业发展论

坛，提出未来五年内毛葡萄酒产业总产值达１０亿元

以上，打造中国南方最大毛葡萄酒城的目标。

四、仫佬族文化保护内生

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一）文化、民生、养生的有机统一

整体来看，不同于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文化博

物馆、档案式保护等模式，罗城仫佬族文化保护坚持

“内生”原则，注重发挥民间的力量与智慧，有机地将

文化、民生与养生统一起来。从发展民俗旅游、建设

仫佬族依饭文化保护区，到利用仫佬族酒文化、特色

农业文化，构建特色农产品、食品产业链与特色观光

农业带；从建设仫佬族文化古街、罗城养生食品展示

馆、民族工艺传承基地、民俗展示中心到致力于仫佬

族文化与邻近宜州壮族文化，环江毛南族文化，融水

苗族文化、三江侗族文 化，龙 胜 瑶 族 文 化，合 力 打 造

文化富民模式；从国际 攀 岩 节、青 明 山 景 区、武 阳 江

景区、剑江景区的成功策划开发，到现在拟投资建设

的长寿养生文化旅游目的地、非 遗 文 化 创 意 企 业 孵

化区、养老康寿医药研究基地，都体现了仫佬人以发

展民族文化为平台、载体，力求实现文化、经济、生存

境遇循环发展的强烈意愿。

（二）共生观下的文化保护效益共享

罗城仫佬族文化保护无论是多方公众参与其中

的文化共治，还是以相对均衡为原则的利益调配，都

做到了对各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关照。在民俗生态村

的开发建设中，政府和金融机构 积 极 为 村 里 基 础 设

施的改善提供财政拨款和贷款，并 按 照 村 里 的 经 营

收益和贷款数额合理收取税收 和 利 息；村 民 委 员 会

或理事会负责制订村里民俗活动项目的经营规则和

公共设施、公共环境的日常维护，调节各经营户的利

益纠纷，并收取管理费用维持日常运营；村民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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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按照村民共同认定的经营规则和文化项目内容

自主接待游客获取收益。可 见，不 同 的 文 化 利 益 相

关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你争我夺关系，而是彼此依赖，

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

（三）民间组织的文化治理

罗城仫佬族有 很 多 民 间 社 团 组 织，当 地 人 本 着

共同的文化兴趣、爱好，文 化 责 任 意 识，形 成 了 自 主

而且自我管理的网络。今天在仫佬族地区的农民合

作社、文化协会、行业协会俨然成了对过去“冬”“会

款”“土岭公约”等传统民间社团组织的继承式创新，

在仫佬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总体来讲，罗城仫佬族文化保护实践表明，在全

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大背 景 下，民 族 文 化 保 护 既 要

坚守文化 传 统，又 必 须 有 文 化 创 新，既 要 有 政 府 引

导，又需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样才能够实现

文化、社会、经济、民生的多赢格局，民族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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