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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省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省份，其蕴含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目前我国

正处于老龄化的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老龄化的速度随之增长。在此背景下探讨贵州省非遗传承

人老龄化问题，对贵州省非遗走出省内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人口结构、文化活力、生计方式变迁、青

年群体的观念等多维度视角探讨了贵州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表现及其原因，文旅结合、非遗产业

发展、传承人培训、打造非遗品牌等是可行的破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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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hou Province is composed of many nationalities, which contains rich minority culture and many 
kin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n aging society, and the aging spee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inheritors is increasing.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zhou 
Province to explore the aging of non-genetic inheri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the aging of non-genetic inheritors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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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tiv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cultural vitality, changes in livelihood modes, and the concept of 
youth groups. The feasible solutions include cultural and tourism combination, intangible heritag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heritor training, and building intangible heritage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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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绚丽瑰宝，是地方文化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民族意识形态和民族

智慧的结晶，在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农村适龄群体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加

剧，非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民族性非遗因缺少传承群体而愈发没落。2006 至 2011 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文件，对我国非遗文化

保护工作做出了相应指示，2022 年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指出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和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但贵州目前的非遗保护工作尤其是非遗

老龄化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何解决好非遗传承的老龄化问题，是贵州非遗走出乡村走向省内外，赋力乡

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2.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表现 

2.1.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自从 20 世纪末以来，我国就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也持续增长[1]。随着改革开放对国内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和上世纪末人口再生产逐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

转变，加之贵州青年追求生活质量改善和寻求发展机会的愿景，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大量外迁使得贵州老

龄化问题加重。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单指人口年龄的增长，而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社会人口结构变动[2]。查阅贵州统计年鉴，发现 2010~2020 十年间贵州的城镇人口比重从 33.81%上升到

53.15%，2021 年贵州省户籍人口数 4637.32 万人，世居人口数 3856.21 万人，常住于外地人口 781.11 万

人；贵州现在的农村地区青年就业总体形式仍以劳务输出为主，无形中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空心化 1”现

象。人口结构的变动，青年群体的大量流失，适龄劳动力的缺乏，加快了贵州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进程，

农村普遍出现“空心化”“空巢化”“留守群体”等问题。非遗的活态传承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传递过

程[3]。归根结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人类社会群体文化的传承，而青壮年流失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使得贵州广大乡村地区文化建设队伍不够、后备力量不足，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缺乏年轻血液注入。 

2.2. 文化创造活力不足 

马克思文化观揭示了人与文化之间的“镜像”关系，同时也指出了观察和理解人类自身的方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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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农村中的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造成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极不合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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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由自我创造、却又被其包围的文化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自我，这就是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4]。
因此从文化的角度上而言，非遗的文化竞争力在于用以特定的表演形式、实物产出或工艺技艺展示出过

去特定群体在某一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集体生活记忆、群体实践、价值认知的集中表达与追忆，其

本土性和原真性内核要求非遗的传承应明显区别于现代娱乐性、功利性和工具理性的文化产品创造。诚

然，非遗文化以产业的形式焕发生机得以发展的例子很多，但这种产业化形式是以尊重原生社会文化为

前提，以传统文化的道德力量和内在价值为基础。非遗文化的特性使得非遗传承中的经济性更多让渡于

文化性，简言之，即非遗传承更多以价值认知的延续和群体意识的传习为主，而较少关注非遗由此产生

的经济利益。这与一味追求市场效益、商业利润和批量化、快餐化的“文化工业”产品不同，其效益的

产出周期更长且偏向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因此，从事非遗事业显然不会成为绝大多数追求财富快速增长

和阶层跃升的青年群体的职业首选。 

2.3. 乡村人口结构变化剧烈，老年人口需求难以满足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差距扩大、人口结构变动和农村适龄劳动力的对

外输出转移，加之上世纪末以来人口生育政策对农村适龄男女生养观念、哺育方式和家庭结构的持续性影

响，我国农村青年劳动力主要以劳务输出的形势逐步呈现出向省内城镇、较发达中西部城市、沿海地区转

移等结构化趋势，且在人口流动的代际转移中回流占输出转移占比极小。加之与城镇相比，农村在基础医

疗、住房保障、教育资源、科技文卫和就业形式上无法满足本地青年男女的生存需要、文化需要和社会需

要，使得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为尖锐突出，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与农村适龄群体的外流

趋势加剧，农村老年人口在社会制度保障、经济生活救助和乡村文化满足等方面必然面临更多需求。 

3.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原因探究 

3.1. 生计方式的变迁 

贵州自新中国从成立后的三个发展阶段皆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以“三线

建设”为代表的富民兴黔的探索期，实现了贵州能源工业体系的打造和社会发展所需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建设 2。1978 年至 2021 年，贵州迈入了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的重大机遇期，在此期间贵州全省紧抓经

济建设，地区生产总值也从 1978 年的 46.64 亿至 2000 年突破 1000 亿元达到 1029.92 亿元。经济的飞速

发展在加快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加速了社会转型，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贵州地区性发展的政策支持

引领，贵州大力实施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至 2011 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725.99 亿元，

是 1978 年的 122.8 倍。党的十八大以后，贵州迈入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实现经济指标快

速增长，经济总量稳步攀升的新局面。 

3.2. 人口结构变动 

贵州 70 年的风雨发展征程，离不开贵州人民历经磨难背井离乡，尤其对黔中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地区

而言，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过程与其它欠发达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情况相同的是，偏远民族地区的经济发

展伴随着适龄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阵痛。通过查阅贵州统计局 2022 年统计年鉴，贵州从 2010 年至 2020
年十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7.41%下降到 6.53%，而年龄结构中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从 8.57%上升

11.56%，贵州成为老龄化严重的省份之一 3。受制于贵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经济建

 

 

21977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37.72 亿元，是 1952 年的 4.41 倍。 
3根据 1956 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

例超过 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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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虽平稳增长，但与发达地区和沿海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社会医疗保障、就业形势、工资水平、文

化教育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多数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地区经济增长仍以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主。

大量适龄劳动力的外出求存和永久性迁移使得贵州农村地出现“农村空心化”，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

题突出。 

3.3. 传统社会结构的消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那些年轻有活力有进取精神、善于学习的青年群体去传承、发展和创新。可以

说，传统民族文化的承续是代际人口间世界观、价值观和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延续与交互，青年群体在

民族地方社会的缺位必然导致传统文化的停滞乃至消亡。 
在发展型社会中人口结构中由于社会有生力量的占总体年龄结构的主要部分，能为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发展提供动力且延长地区发展的人口红利，而随着人口结构中原本占比最重的适龄人口的外流，

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欠缺活力，老年型社会成为地区发展的常态。老年型社会人口结构难以提供社会持

续发展的劳动力因素，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求更高。在社会人口学中，青年型社会向老

年型社会过渡往往发生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平稳上升，需要劳动力人口

方向性迁移的时候。 

3.4. 青年群体观念的转变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繁杂而便捷流通的信息和社会的主流、非主流文化对青年群体的

性格塑造和价值观影响深刻隽永，农村青年步入现代社会受到的文化震撼和观念转变，回头审视传统社

会文化时的剥离自然产生二者间的隔阂与疏离。最真实的例子是即便贵州紧随产业转型和旅游发展热潮

摆脱原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状态，但青年群体多数受限于旅游从业的承载量饱和、个人综合素质水平、

文化价值观念和个体发展需要，适龄劳动力人口外流量远高于回流量，在县市、州府、省会和沿海城市

就业成为普通青年就业的首要选择。青年群体在面临个人发展问题选择时因社会发展状况、地方政治、

经济、环境、选择机会等众多因素的观念选择，融入现代社会后的年轻代致力于财物状况的积累和社会

阶层的上升而再难以原有社会身份属性融入到原生民族乡村社会中。 
于文化而言，传统社会出现代际断层导致原有社会结构的渐趋消解，原有固化的社会阶层被打破，

而非遗地区多开展的旅游活动对东道主社会的冲击进一步削弱了传统上层社会的角色职能。青年群体与

传统民族社会的割裂使得非遗传承上缺乏活力，而为适应不断发展的人口需要和呼应民族社会文化价值，

贵州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成功解决成为农村民族非遗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4.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破路径探析 

4.1. 加强对农村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制定和非遗发展路线调整 

2022 年贵州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指出在

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贵州的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仍面临困难与挑战，一些非遗项目仍然存在传承困难、

后继乏人、参与人数与力度不足等情况，保护工作相对薄弱。为此提出了：分类保护、融入和服务重大

战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合理利用和加强民族地区、脱贫地区、革命老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 5 项具体任务 4。 
乡村振兴其核心要义则是产业振兴[5]。因而在当代非遗文化进一步走出乡村视野而融入到乡村振兴

 

 

4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EB/OL]. (2022-09-26) [2023-9-2]. 
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jd/wzjd/202209/t20220926_76571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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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村经济复苏与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去，更多参与到乡村旅游、乡村文化建设中并成为带动地方性经济

发展、文化产业和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角色。非遗产业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不仅满足了非

遗保护与传承的需要，提升了非遗的经济价值，而且能适应人民群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增加文化供给，

科学的产业化能为非遗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6]。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村庄、街道，

并紧密结合旅游节事纪念活动，以促进全国老龄非遗传承人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形成集文化、体验、教

学、培训和旅游观光一应俱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再如利用专家学者访谈、传承人走访和地方文化

工作会等方式，规划并打造一批具有鲜明非遗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以使贵州在助推乡

村非遗老龄化文体在制度性保障的基础上与乡村地方的经济化、产业化和乡村文化建设更为契合。 
而在促进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方面，提出了促进广泛传播、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交流合

作等 3 项具体任务。非遗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绵延传承，针对农村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省内

逐步探索出加强传承人培训、提升中老年传承人文化素质和综合素养、促进非遗传承人子女回流和积极

利用乡村文化研习所等措施，并鼓励老年传承人积极接触和使用现代传播技术、传播渠道以加强农村非

遗文化的对外传播，越来越多的老年传承人在地方政府文化单位、子女和农村干部的带领与帮助下通过

抖音、微信公众号、直播等新兴传播渠道成为非遗文化的个体传播源，传播形式的更新与变化使其原有

被认知方式获得技术性革新和受众范围在区域和时空上的打破，非遗传承人上传的各类视频引起国内外

非遗文化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非遗传承最显著的特点是“活态”，即必须以人为载体，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7]。贵州省自非

遗工作开展以来就一直重视非遗传承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带动社会就业的结合。鼓励非遗传承人子

女积极回流乡村，从事老年非遗传承人的文化工作和参与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工程；积极促进非遗走出

农村进入小学、初中等基础教育课堂，激发学生兴趣和对省内非遗文化的了解；进入专职类院校和各艺

术类高校进行非遗技艺与工艺制作的讲解与传授，促进高校学生的技能学习与就业保障。 
在加强交流合作方面，贵州省非遗近年来注重老龄非遗传承人与地方性社会的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

积极联动，以技艺类和工艺类非遗为例，政府鼓励老年非遗传承人通过参与学习和与政企联动逐渐摆脱

以个人技艺表演和家庭式作坊为主的非遗生存形式，如技艺类非遗注重其在技艺培训、技艺展演和团队

打造上扩大非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并说好地方故事，积极与旅游公司、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合作，积极参

与旅游节事活动；工艺类非遗积极与文化企业对接，扩大非遗产品次要程序性工艺的培训，与其它非遗

传承人密切合作等。 

4.2. 深挖非遗文化内核，讲好非遗故事，塑造非遗品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和区域发展中凝结的精神财富，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

特的地域元素和悠久的传承历史而为区域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作为世界文化大国，拥有多民

族、多地域的文化环境，孕育了种类齐全、数目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8]。贵州是非遗大省，地方传统

社会文化保存较好，非遗文化留存较为原真、完整。但就总体而言，贵州省对非遗的文化内涵挖掘、文

化叙事及其宣传工作仍有不足，许多非遗文化尤其是民族乡村地区的非遗文化较难走出乡村走出大山走

向省内外，非遗展演事业发展不够顺畅，缺乏足够广阔的平台与资金支持。因此，深挖非遗文化内核需

要地方社会、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各界媒体和非遗传承人的相互配合，积极邀请省内外非遗专家、高校

师生、地方学者及相应文化机构开展各类非遗的挖掘工作，在梳理非遗发展过程中挖掘其中的社会性、

普世性文化价值并将之和社会主流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如各类偏向展演的非遗项目，其中饱含的强烈爱

国之情、民族感情、生态智慧、传家育人等优秀文化因子历经时光淘洗而愈发隽永深刻。对这些优秀非

遗文化的深度挖掘和梳理，讲好非遗故事，有助于打造非遗品牌，做大非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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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非遗品牌的打造，随着我国非遗工作的完善与推进，非遗作为一种优秀传统

文化形式而逐渐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培育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自主品牌，

定期通过非遗品牌大会等活动对社会效益突出、经济效益良好、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予以发布，提升

传统工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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