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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南地区民族聚落景观的融合
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吴陆茵
摘要：由于我国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多高山峡谷地貌，具有少数民族地域性居住文化背景，形成的民族

聚落景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通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开展文化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相互集成的相关研究，

了解现阶段民族聚落景观的发展现状，制定相应的对策研究，对建立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聚落景观保护体系，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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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地区民族聚落景观的研究发展

西南地区的地理区域是指四川省、云

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和西藏自治区，地

处青藏高原南部、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等

区域，地貌类型复杂、海拔悬殊，也是我

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区域，生物种类和

生态系统都极为丰富。其聚落景观的发展

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较早时期的人类学研究阶段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考古学及人

类学专业的专家学者进入西南地区，展开

调研并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结合的方式

为主要研究手段，如方国瑜的《滇西边区

考察记》和林耀华的《凉山夷家》就为西

南民族聚落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同时

期对西南地区的建筑地域文化也展开了很

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刘敦桢的《西南古建

筑调查》等。

（二）民族分类调查研究阶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展了大

面积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政策建立，

尤其对西南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

究，其间形成了大量的研究内容，如《云

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贵州少数民族

情况及民族工作》等，这些大大改变了

以往人们对少数民族歧视、重视的研究

思想，大大提高了西南地区在民族文化

史上的研究地位。

（三）系统性建立民族聚落文化研究

阶段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西南地区

的民族聚落研究逐渐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

期，研究内容开始出现由大研究背景向分

学科系统研究的阶段，如藏学、苗学、纳

西学等各类小学科门类开始大量涌现，从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西南民族聚落文

化的重视和传承发展。

（四）跨学科融合发展阶段

2000 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 WTO

大家庭，民族文化研究开始受到全世界

的关注，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研究也达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早期的人

类学研究开始转变到与地理、规划、生态、

艺术等多学科的交叉发展，聚落景观的

研究也从最开始的聚落环境、区域层面

上升到生态环境、人居文化等综合方面

的研究。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南民居聚落文

化发展的现状

现状是在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四十年

间，由于乡村文化受城市同质化现象的影

响和冲击，乡土文化面临严峻的传承发展

危机，已有的文化在消退，优秀的文化难

以融入，这无疑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对于

城市和乡村的长远发展都是弊端，所以在

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积极挖掘乡土社

会文化的独特价值，让其发挥自身的潜在

意义，对于帮助其走出传承困境之路是有

极大帮助的。

（一）国家层面政策的大力扶持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指出：

“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化，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是保障；要划定乡村建设的历

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

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

支持农村地区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民间

文化的传承发展，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制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

展工程。”这对于乡村农业文明和乡土

文化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是乡村振

兴的有力政策支持。

（二）新时期人们对于乡村文化消费

需求日益增加

在近年来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城

市病的日益严重使得乡土文化的独特气质

和魅力凸显了出来，相对城市的紧张和浮

躁气氛，乡村有着更多的诗情与画意。它

有一种灵动的田园气质，吸引人们前往，

成为不同于城市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选

择。随着人们消费水平提升和乡村文化旅

游的快速发展，收入提高带动消费水平也

日益提高，乡村文化旅游融合的新发展产

业和业态都在快速兴起，乡土文化的市场

需求日益上升，使得乡土民族聚落景观的

保存、开发和利用有了驱动力。

三、新时期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西南民族

聚落发展对策

（一）对乡土文化进行批判性保存、

整合与提升

乡村聚落景观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

体现为乡土物质文化中的乡村风光、民居

古镇、祠堂庙宇、乡土建筑、农业遗迹等等，

是保护和传承乡风乡貌，提升乡村形象和

内涵的基础所在，在建设保护过程中要避

开市场功利性、趋同性开发，从国家层面

上对乡村聚落景观的保护与开发作出价值

引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就明确提出：“建

立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

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升级版乡村，避

免千村一面，防止乡村景观城市化，充分

维护原生态村居风貌，保留乡村景观特色，

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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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乡村旅游文化，用融合推

动发展

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爆发展，乡村聚落

景观的游憩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

乡村旅游的相关价值评价体系指导下，西

南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的建设核心是坚持和

传承乡村人居环境背景的整体保护。保护

乡村人居环境的自然度、丰富度、和谐度；

突出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原真性、传承性；

优化乡村建设的清洁度、舒适度、可达度。

从而以发掘乡村景观的独特性和文化传承

性，以旅游为契机，推动乡村聚落景观的

可持续发展。

（三）用乡土教育来激发传承主体的

生命机制

乡土教育是指利用本地优秀的乡土文

化作为就地取材的教育资源，进行自发的

教学活动，使受教育者“能在了解与认识

自己生长或长期居住的乡土基础上，激发

乡土情感，产生乡土关怀与乡土认同，贡

献自己的力量来改善乡土环境、促进国家

认同的教育”。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可以是编写乡土教材，以当地的

历史传统、名胜古迹、地理环境、物产资

源等有代表性的事物作为教材主要内容来

编写，这种方式可以有利于学生从小培养

认同、热爱家乡的情感，又可以结合西南

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地方文化，开发系列

乡村课程，通过学校为载体对乡村的历史、

民俗歌谣、文艺服饰、工艺绝学等进行传

承和发展。

二是可以有相关机构组织引导，将社

会文艺工作者引入到乡村文化创作相关活

动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

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西南地区的

乡土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记忆，

活泼生动的表现形式。如果能通过文艺工

作者深入乡村体验生活，用专业审美和技

巧把优秀的乡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展示

出来，提炼成紧跟时代潮流的文艺作品。

（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

乡土文化重构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最

持久、最深层的社会共同认可的精神层面，

党的十九代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

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

民提供精神指引”。乡土文化的重构必须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是必须

要坚持的政策方向，也是乡土文化走向现

代化融合机制的必经之路。

（五）建立西南乡村景观评价体系

结合西南地区独特的丘陵山地地貌，

传统的乡村聚落景观仅仅是一种较为单一

的经济、社会功能，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

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关注乡村聚落景观所

具备的生态、美学、文化等功能。建立完

善的景观评价体系：从经济上，为农民带

来一定经济收入；从社会功能上，乡村聚

落景观有相关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从生

态功能上，乡村聚落景观能改善调节局部

小气候，维持生态环境平衡；从美学上而

言，乡村聚落景观以其独有的田园风光成

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

四、结语

乡村文化在中国的岁月长河中是有着

悠久历史沉淀的，从当前的乡村振兴文化

背景下看，它的发展关系着“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西南地区的民族聚落景观是当地乡村

文化的物质载体，其传承和发展规划都需

要我们更加深刻地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

人文关怀、文化认同等使命内涵。

在现代化的时空发展中，乡土文化也

应该在更加开放、动态、包容的社会环境

中探寻自己的生存之路；重构的目的不仅

仅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重塑当地

乡村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性，培育新的价

值主体，开拓新空间，营造一个新的精神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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