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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口较少民族——毛南族为例，从非遗保护与传播的实际出发，对其特点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当

前毛南族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播面临的困境，提出在传播效能、传播手段、人才培养和融合发展等方面的

优化策略。事实证明，探索广西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播的路径，对于加强广西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实

现非遗与文化产业融合实践、推动广西非遗的保护与传播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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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has impor-
tant cultur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Maonan ethnic group with a small pop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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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
lems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communication 
means, talent training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aonan ethnic group. Facts 
have proved that exploring the path of the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Guangxi has theore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
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in Guangxi, realizing the prac-
tice of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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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遗产代表作”以来，学界就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

非遗)的关注。我国对非遗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对近十年的研究结果分析表明，对非遗的研究呈现出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重的趋势。其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包括专著、学术论文、论文集、工具书、研究报告。 
在 CNKI 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为关键词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从 2005 年至 2021 年底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年发表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但论文的整体数量仍然不大。主要主题分布在前 4 类

的分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传播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讨论最频

繁的主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此类论文占论文总量的 45.33%；其次是“文化传承”方面的论文，占

论文总量的 6.95%；“传播研究”方面的论文，占论文总量的 5.23%；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

的论文，占论文总量的 4.8%。而在 CNKI 中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为关键词，检索从 2011 年

有相关研究至今的学术论文只有 21 篇，不难看出，非遗的传播研究渐成热点，但是论文数量仍不多。 
综上所述，目前，对我国非遗的研究集中在保护、传承与传播三个方面。我国的研究数目虽然多，

但大部分为定性研究和描述，缺乏定量分析和质化分析，对传播路径进行评价的较少。广西人口较少民

族非遗保护研究的已有文献大多停留在非遗或者传播上，较少有人将两者结合进行研究，缺乏综合的机

理研究和操作性较强的实用策略。因此，本文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为指引，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围绕广西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

年度重要工作部署开展研究，从广西人口较少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播的实际出发，对其特点和面临的困境

进行分析，针对不同项目特征、生存状态、传播途径等属性，分类分级保护非遗项目，提出广西人口较

少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播在传播效能、传播手段、人才培养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优化策略。 

2. 广西人口较少民族非遗的文化使命 

非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1]。文化自信是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是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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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做到文化

自信要从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做起。我国有 28 个总人口在 30 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广西有世居京族、

毛南族、仫佬族 3 个人口较少民族。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独特的传统文化，是广西非

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非遗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丰厚的历史特色。党和国

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非遗保护。2020 年 5 月，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毛南族群众代表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毛南族实现脱贫的喜悦心情。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

作出重要指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推进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重大成就，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我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守正创新、推陈出新，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广西人口较少民族非遗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担负了赓续文化传统，修复文化生态的使命。首先能够在准确把握新时代文化论述内

涵的前提下，使广西的文化精神得以传承，具有感召力。能够继续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推进传播能力建

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文化软实力，让非遗全方位融入广西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中。随着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临一系列新课

题新任务。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

调，更好地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

借鉴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载体和传播渠道，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

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

感召力。要在发展观上寻突破，以非遗为索引的文化产业能够创新文化业态，融入现实生活。 

3. 以广西环江县毛南族为例探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现状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和贵州交界处，是我国当下仅有的一个毛南族自治县。依照 2020
年我国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少有一半毛南族人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也有

少数毛南族人居住在贵州省平塘县等地方，总体来说我国毛南族人居住呈现出大聚居、小分散的特征。

因为广西环江县四面环山，在喀斯特地貌的限制下，区域内多为山地，生活用地、耕地及河流都较少。

环江毛南族傩文化基于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而傩文化中又以“肥套”与分龙节两个部分最具

代表性，并且这两部分也是环江毛南族民俗中的关键构成部分，涵盖了傩面具、傩歌及傩舞等多种类型

的文化形态，很好地彰显了毛南族的民俗艺术及文化内涵[2]。进入到 21 世纪之后，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

快速发展，国家和人民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肥套”在 2006 年成功入选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肥套”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傩文化。所以，怎样弘扬与使用传统民族文化、

发扬民族精神成为现阶段重点研究的话题，同时更是广西环江县的关键性任务。尽管当下环江县采取多

种方式加强对傩文化的保护，然而在思维、模式及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傩文化

的特征及内涵。 

3.1. 环江毛南族傩文化概述 

根据古籍中的记载，“傩”通常表示的是一种祭祀文化，是在人类社会漫长发展历程中产生并持久

发展下来的某种宗教仪式，是古代人们精神的寄托。一些研究人员在翻阅大量史书资料之后，将“肥套”

还愿仪式当成是傩表现形态中的一种，毛南族在分龙节活动中开展的祭祀活动也是傩文化中的一种。“傩”

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然后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散播到中原等多个地方，之后往西南方向进入到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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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等地[3]。现在，没有研究人员能够准确地判定毛南族傩文化最早出现在什么时期，然而根据毛南族

中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及遗俗等，能够得知毛南族人对自己祖先的尊重及对多种神的崇拜思想可以追溯

到原始社会，在此之后一直传播到今天。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

化，使得一些区域的毛南族傩文化慢慢消失在大众视野中，只有部分位于偏远区域的傩文化才得以较为

完整保存下来。环江县处于群山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得益于闭合的地理环境，该区域毛

南族人仍然开展以往的祭祀活动与节日庆典活动。 
环江毛南族傩文化和该区域人民的生活习性、宗教信仰及民间传说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毛南

族不同的故事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十分崇拜与感谢万岁娘娘、雷神等。并且通过故事的良好教化作

用，引导毛南族人建立勤劳、善良的优良美德。毛南族往往在还愿仪式及节日庆典活动中引入民俗文化，

同时还加入了神话传说、舞蹈及器乐等彰显自身特色的民俗元素，一方面，很好地促使毛南族傩文化的

丰富多样；另一方面，也让毛南族民俗文化依托于傩文化得以持续发展。 

3.2. 当前下环江毛南族傩文化保护和利用 

一直以来，环江县毛南族傩文化的传承都是依托于口传身授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针对毛南族傩文

化方面的记载资料非常有限。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各个区域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在科学知识大范围普及与交通状况逐渐改善的背景下，许多毛南族人不再留守在自己家乡，而是选择到

大城市工作与发展，使环江毛南族人表现出了较强的汉化现象，每年仍然举办还愿仪式的家庭数量明显

变少。另外，现有的毛南族傩文化传承人年事越来越高，而青少年对传统傩文化兴趣不高，绝大多数都

不愿意学习这方面的技艺，从而导致环江毛南族傩文化传承与发展存在较大困境。环江县政府部门及文

化局认识到毛南族傩文化传承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十分重视对毛南族傩文化的保护，对其实施了抢救性

保护。首先，政府部门与文化局加强对现有民间与傩文化有关资料和物件的收集，如说师公唱本、笔记、

器具及傩面具等；其次，政府部门安排专门人员对毛南族各种还愿仪式进行摄影跟拍，通过视频方式完

整记录还愿仪式举办方式、流程等；最后，政府部门还构建了毛南族博物馆及木质傩面具雕刻学习与研

究基地等。依托于这些不同保护手段很好地实现对毛南族傩文化资料的整合与保存，为今后人们开展毛

南族傩文化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参考文献。 

4. 广西人口较少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播策略 

4.1. 构建文化自觉意识，扩大传播影响范围 

非遗是一种生活方式，源于人民群众并与社区民众生活密切相关。要让非遗得到市民的认可，形成

广泛传播，重新让非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促进良性循环。因此，要积极开展各种非遗传播推广活动，

并有效地发动相关的非遗保护单位和传承人开展各种非遗展演、对外交流演出等多种传播推广活动，通

过内容多元的传习所、展示厅、非遗馆、民俗体验馆、非遗工坊等非遗场馆设施，使非遗重新回归民众

生活，市民对非遗的认知度和保护意识增强，为少数民族非遗的公众传播起到直观而有效的展示作用[4]。
更关注非遗活性的特征，注重传承人的活态展示，加强与民众的互动，增强他们的直观体验，让受众领

略到非遗真正的活态魅力，在民众间构建文化自觉意识，逐步改变以政府为主要力量的传播方式，更多

引导社会参与，鼓励传承人、保护单位、企业、媒体、学校等社会力量自发地开展多种形式的非遗推广

活动，扩大传播的影响范围。 

4.2. 以传播理论为指导，强化非遗传播效能 

完善主体机能，深入挖掘非遗蕴含的核心文化价值，创造优秀的传播内容；通过互联网、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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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媒体渠道的多路径传播，根据居住区域和非遗的独特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带来的天然旅游元素，文

旅紧密结合，精准定位传播对象。以毛南族为例，依托于环江县毛南族独有的民俗文化，创设彰显毛南

族精神与文化的旅游产业，同时将傩文化及分龙节塑造成知名旅游文化品牌[5]。一方面，可以有效增加

毛南族傩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很好地推动环江县经济的发展，引导更多的人去学习和探

索毛南族傩文化，实现对傩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比如：环江县依托于傩舞、傩戏及傩面等创新表演内容

与形式，举办“印象环江”舞蹈剧演出，既能吸引较多人观看演出，推动环江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够让

更多的人认识到傩文化的丰富多样。此外，环江县毛南族人不一样的美食文化也是一个优质的旅游资源，

向外宣传与推广毛南族特色五色糯米饭及粉蒸肉等，让游客在亲自制作与品尝美食时可以切实体验到纯

正的民风民俗。 

4.3. 以文旅深度融合为契机，用新科技技术助推非遗产业升级 

当前数字化手段在非遗保护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包括非遗数据库的记录保存功能、增强现实技

术、体感交互技术、微信导览平台、数字非遗地图等。我们还可以在展示馆中利用现代电子设备来模拟

非遗操作，在抢救性记录中，利用动作捕捉技术记录传承人的动作呈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已不能完全满足民众对非遗认知的需求，为此，充分利用互联网、智能终端(手
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扩大非遗的传播范围，降低非遗传，播成本，加快非遗的传播速率，构建完整

的广西非遗新媒体传播链条，能够使民众更便捷地了解身边的非遗。积极发展电商、泛娱乐等直播经济，

打造、挖掘一批有影响力的直播平台和主播人才，并积极探索“云直播”等新型传播模式，助力宣传推

介文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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