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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历史文化名村的语言文化资本转换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以湘西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捞车村为研究对象，在系统考察其语言文化资源

的基础上，探讨其文化资本的转化路径。研究发现，能够通过教育提升民族成员素质以转化语言文化资

源，通过构建土家语景观和特色文化产品以实现文化资源的物质化，以及通过官方支持和教育制度化来

促进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转换，从而探究捞车村及其他历史文化名村的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模式，

以期合理保护与利用其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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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constr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has become crucial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king Laoche Village—a national-leve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 in western Hunan—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it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explores pathways for transforming cultural capital. The study 
finds tha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can be converted 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ethnic commu-
nity members through education, materializing cultur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ujia-
language landscapes and distinctive cultural products, and facilitating the economic value convers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rough offici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ized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model for transforming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cultural capital in Laoche Village and othe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thereby enabling the rational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ir his-
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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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中语言使用的视觉表现，不仅是语言生活的直观反映，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

载体，更是考察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窗口[1]。历史文化名村蕴藏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民族记

忆的重要载体，更是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本文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出发，以国家历史文

化名村——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为例，通过系统分析捞车村的语言文化资源现状，揭示其转化为文化

资本的现状与问题，探究语言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路径，为捞车村及其他历史文化名村的文化资

源保护与利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2. 文化资本理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 1989 年发表的里程碑式论文《资

本的形式》中，引入了文化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化资本”。布尔迪厄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

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三种至关重要的资本形态，它们在特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换[2]。换言之，

文化资本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与经济资本相似的作用，意味着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可以构建隐性的

财富积累，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名村旅游业的发展蓝图中，积累文化资本无疑是其

核心驱动力与灵魂所在。这不仅关乎对当地深厚历史底蕴的挖掘与传承，更在于如何将这份独特的文化

遗产转化为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 
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文化资本在社会阶层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资本的积累

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递，可以实现文化的再生产，进而

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3]。在捞车村，通过教育和社区活动，土家族的文化资本得以在年轻一代中传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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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从而维持了土家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也

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文化资本强调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文化资源是人们在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中所利用

的，能为其带来收益，并能促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的总和[4]。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创

新性提升，蕴含独特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文化资源能够被转化为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资本，进而

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经济的繁荣。具体到捞车村而言，其丰富的土家语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历

史文化建筑等文化资源，正是其文化资本转换的宝贵基础。 

3. 研究设计 

(一) 案例介绍 
捞车古村(又称：捞车河村)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境内，位于苗儿滩商周文化大遗

址的北部区，享有“中国土家第一村”、“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湖南省民族特色村寨”之称。捞

车古村共有土家民居 287 栋，分为单体与组合两种建筑样式，且均保存完好，构成了一个生动、鲜活的

土家族民间文化样本，被誉为“土家族原生态民居的活态博物馆”。 
(二) 研究问题 
为实现乡村振兴与经济发展，同时强化文化保护与传承，本文深入探讨了三个核心研究问题：1) 作

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捞车村究竟蕴藏着哪些独特的语言文化资源？2) 当前这些语言文化资源在转化

为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其现状如何？3) 有何新路径可以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捞车村语言文化资源的文化资

本转化？ 
(三)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与实地考察结合分析法 
本论文基于大量文献资料及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等一手、二手资料，为研究提供了详实、客观的数

据支撑，构成了本论文的研究基础，并借此深入探寻文化资源历史价值，探索文化资本转换路径，确保

研究科学性。 
2) 观察摄影与实际访谈结合分析法 
本研究以捞车村商铺和政府的标牌作为语言景观考察对象，采用观察、摄像、访谈等研究方法。本

次以一个标牌为单位的计量方式，总共考察了 151 个标牌。官方标牌共 134 块，其中语言文化类标牌最

多(包括土家族文化、竹雕、图腾、织锦等)，共 42 块，占 31.3%；其次为地名标牌(包括女佣楼、妃子楼、

牌坊、碾房等)共 33 块，占 24.6%；路牌标牌(包括景区全览、古寨、展览馆、惹巴拉宫等)共 25 块，占

18.7%；景点介绍标牌(包括朵溪河、月亮门码头、拉拉渡、凉亭桥等)共 13 块，占 9.7%；提示标牌共 11
块，占 8.2%；其他标牌(包括山歌、牌匾等)共 10 块，占 7.4%。私人标牌共 17 块，包括小吃、饮品店、

特产、旅拍店等。访谈对象来自当地导游、商铺老板、居民和游客等不同群体。 

4. 结果与讨论 

(一) 捞车村的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名村旅游属于一种文化旅游，文化资源是历史文化名村的标志，是游客的主要动因，是历

史文化名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态：一是内化为个人的持久特质；二

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存在；三是体现在制度化的客观结构中[5]。同时，文化资本能够转换为经济资本，

对社会秩序和阶级结构产生影响。因此，只有充分挖掘和弘扬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文化资

本和经济资本，历史文化名村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其历史魅力和文化活力。捞车村作为土家族的

聚居地，完好地保留了古朴的土家原生态文化以及丰富且完整的历史遗迹，这些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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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文化精髓及艺术价值。 
1) 土家语 
民族语言被视为一种可利用和可开发的重要旅游文化资源[6]。土家语是土家族的母语，具有独特的

语言结构，它不仅是土家族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土家语的独特性和神

秘感对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捞车村的风雨桥两侧，装置着写有土家语汉语音译的标牌，不仅让游

客亲身体验和学习土家语，还增加旅游活动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从而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2) 风俗习惯 
民族的风俗习惯反映了不同地区或民族的生活面貌和价值倾向[7]。土家族的风俗习惯反映了其独特

的生活方式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对外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土家年、四月八、六月六等传统节日，

不仅伴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仪式，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内涵，是游客体验土家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此外，土家族的山歌、摆手舞等民间艺术形式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能让游客直观感受到土家族人民的

情感世界与生活智慧。 
3) 文化服饰 
民族服饰作为一种重要旅游文化资源，具有重大的开发潜力。土家族服饰以其鲜明民族符号，成为

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土家族服饰的自然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无不展示土家族文化特征，

展现了土家族的自然特色、人文特色和地域特色，对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8]。 
(二) 捞车村现有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本转换现状 
1) 现有文化资源的转化价值 
文化资源是经济资本转换的根基。土家族文化资源在捞车村的经济发展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展

现出历史文化名村的深厚文化底蕴，也记录着土家族的文化精神，塑造着特有的乡村风貌。因此，历史

文化名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凸显历史文化资源使其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2) 文化资源转换存在的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捞车村在利用现有文化资源方面存在不足，亟需系统性改进。首先，土家语作为捞

车村文化的核心元素，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不广泛。商店招牌和旅游宣传大多采用汉字，缺乏双语标

识，限制了土家语的可见性，从而削弱了土家族文化的识别度。其次，捞车村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土家

族织锦，虽在经济价值转化上有所成效，但市场产品同质化严重。当前的产品设计多停留在传统样式上，

缺乏创新和现代审美元素的融入，同时对织锦背后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因此，这些产品难以形成

独特的竞争优势，文化资本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最后，捞车村的历史文化建筑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故事，

但这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有效传播[9]。目前导游讲解内容普遍缺乏深度，仅停留在表面介绍，未

能生动展现建筑背后的历史背景、人文故事和艺术价值。此外，数字化展示手段的应用不足，使得游客

无法通过多媒体或互动方式深入了解这些建筑的文化意义。这些问题阻碍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不利于历史文化名村的可持续发展。 
3) 未被充分挖掘的语言文化资源 
捞车村还拥有许多未被充分挖掘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具有进一步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潜力。例如，

土家语的教育推广仍有很大空间，通过在学校和社区中开展土家语课程，可提高年轻一代对本族语言的

掌握，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和传承意识。此外，土家族的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如祭祖仪式、宗教音乐

等，以及引人入胜的古老民间传说、独特的农耕智慧等，尚未得到充分开发。 
(三) 捞车村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本转换路径 
在当今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转化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传

承的重要途径。以捞车河村为例，这一地处偏远但拥有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村落，面临着文化内涵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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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不足的挑战。然而，通过深入挖掘和合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尤其是土家语这一独特的民族语言资

源，可以探索出一条将民族文化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这种转化可

以通过身体化资本、物质化资本和制度化资本三条路径实现，每一条路径都为捞车河村的文化传承与经

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1) 身体化资本 
捞车河村地处偏远，发展滞后，但保留了质朴的居民建筑群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随着教育普

及和网络发展，当地民众追求潮流，热衷于打造“网红”产品，致使多数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仅停留于

表面的开发层次，缺乏深度挖掘。为此，加强教育投入，构建多层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体系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在学校开设土家语课程、传统技艺培训班以及民族文化专题讲座，提升年轻一代对本族语言和

文化的掌握能力。教育的深化不仅能促使土家族人民熟练掌握土家族语、汉语乃至英语等多种语言资本，

还能将这些语言资本转换为获取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有效工具。土家族的歌舞、织锦技艺、雕刻艺术

及银饰等文化符号，通过土家族语言的承载与表达，借助汉语或外语平台向外界广泛传播。这一过程不

仅促进了民族文化符号的广泛传播，还为民族文化积累了丰富的身体化资本，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发展的关键路径。 
2) 物质化资本 
土家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资源，在物质化资本转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鉴于土家语在语言实

体形态上的缺失，其作为物质化资本所蕴含的潜在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在捞车村的语言景观中，汉

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状导致了民族村寨在文化表达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影响了民族文化符

号资源的全面开发。因此，构建土家语语言景观，营造真实反映民族特色的文化氛围，成为推动文化资

本物质化的重要突破口。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强化土家语在文化资本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还能使其

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桥梁。其次，依托土家语这一载体，我们可以进一步开发其他物质文化资源，

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系列。通过土家语的传播，歌舞、服饰、银饰等文化符号资源得以构建和传播，

从而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人们在体验物质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都

会深刻领会到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内涵。这种对文化资源的感知过程，使得原本无形的民族文化资源被

具体化，转化为具有实体形式的资本，从而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完整转变。 
3) 制度化资本 
制度化政策在捞车村土家族文化资本的转换中至关重要。资格和认证的制度化形式，如对土家族传

统技艺的认证、对土家族文化传承人的认定，以及相关文化保护法规，都为土家族文化资本的转换提供

了权威性的支持和肯定。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捞车村通过将土家族语言、历史、艺术等内容纳

入学校课程，并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开发互动式教学资源，使年轻一代能够系统地学习本民族文化，培养

了土家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此外，制度化政策还鼓励了土家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例如，通过正规培训和教育，土家族的传统知识和技能得以传承，优秀的传承人和手工艺人获得了官方

的证书和大众的认可，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为他们的作品带来了更高的市场价值。因此，

通过制度化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捞车村的土家族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的转化，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转变

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这不仅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向经济价值的转变，还为文化的活态传承注

入了新的活力，最终实现了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5. 结语 

历史文化名村承载着民族历史的记忆。作为湘西文化精髓的体现，捞车村历史文化名村彰显了土家

族独有的历史与文化景观。在对村落进行规划与保护时，文化资源扮演着关键的文化象征角色，它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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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体的地理标志，也是展示悠久历史的平台。 
捞车村的文化资源蕴含巨大潜力，将其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需要政府、企业、学界及社

区居民等多方协同努力。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和创意设计，将传统文化与当代需求相结合，不仅能

够提升旅游吸引力，还能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经济收益，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因此，捞车村的保护与发展应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既要守护好历史遗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又要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发展路径，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为其他历史文化名村提供可借鉴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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