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不仅起到了“孕育

者”的作用，还发挥了“守护者”的功能。那

些散落在传统村落中的民间技艺、服饰风

尚、农业遗迹等元素，既展现了恒久的文化

魅力，又彰显出独特的时代价值，在历史的

长河中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现“乡土文化热”，

乡土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时尚元素和文化情

结，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一批富有地域特

色的传统村落走入大众视野。由此看来，只

有深入挖掘原生态的乡土文化，乡村的生

产、生活和生态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宝贵的文

化资源，农业、农村、农民才能更好地实现融

合协调发展。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

下，厚植乡土文化底蕴，塑造乡土文化魅力，

就一定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让乡土文化展现更大魅力
康 岩

一栋低矮木屋，两侧是厨房、卧室，中间

的厅堂最是宽敞，一台织布机摆放在正中，

外加一个竹篓、几把塑料凳。

每天饭后，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

戛苗族彝族回族乡高兴村村民熊绍珍都要

在这织会儿布，77 岁的她还特意给自己备

了副老花镜。只见她脚踩踏板，手拿梭子，

不一会儿，细密的麻线便交织成布。

“还是政府送来的织布机经用，10 多年

没大修过。”熊绍珍说，“以前织布机都是自

家制作的，三年小补，五年大修。”如今，除了

自己坚持织布，老人家还教会了儿媳……

多个村落组成生态
博物馆，保护当地自然风貌、
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

政府为何要送织布机？这得从高兴村

成为生态博物馆说起。

为了保护、延续当地原生态特色，1998
年，经贵州省政府批准，梭戛生态博物馆建

成。博物馆由高兴村等 12 个村落组成。“与

传统博物馆不同，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展示的不仅是藏品。”罗刚 1997 年刚大学

毕 业 ，就 被 安 排 参 与 博 物 馆 的 筹 建 工 作 。

2013 年，他接过馆长的工作。在他看来，当

地群众的服饰、语言、音乐，乃至生产劳作方

式，都是值得保存的“活态展品”。

“像梭戛这样的生态博物馆，算上筹划

推进中的，全省共有 25 个，遍及 8 个市州。”

贵州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杨正权介绍，建

设这类博物馆的初衷是引导村民自发保护

当地的自然风貌、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

相较于传统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突破了藏品

和建筑的局限，并依照可持续发展原则，以

原生态文化造福当地。

为梳理、记录各种文化形态，走访村落

是罗刚工作的常态。 2014 年，高兴村入选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时，罗刚捕捉

到当地生产生活中的一个变化——村寨里

的织布机、纺纱机越来越少了。

“我们这里的传统服饰基本是手工制作，

没了家什怎么行？”经过一番调研，罗刚弄清

了原委，“一是外出越来越便利，年轻人出去

务工的较多；二是织布机大多是村民自己做

的，做工不精细，容易坏。”

“博物馆除了搜集代表性实物，保存相

关资料，还应立足日常生活，唤醒人们对地

方文化的重视。”罗刚说。2014 年，他向相

关部门申请经费，然后邀请擅长制作机器的

工匠到寨子测量传统的织布机、纺纱机实

物，没出几个月，织布机、纺纱机各 50 台顺

利制作完成。

罗刚还要求领取机子的村民，不仅自己

使用，还要培养一名传承人。

调动村民积极性，保护
传统村落文化

梭戛村落的传统民居一般都是就地取

材，有木房、土墙房、石墙房。尽管材质不

同，茅草屋顶却是一致的，需要定期更换。

近年来，不少民居被砖混结构代替。“老

房子低矮潮湿，很多村民都羡慕新式房子宽

敞明亮、建造牢固。”罗刚说，老传统受到影

响，但他并不像之前那般担忧，因为村民开

始有意识地保护老房子了。

2017 年，村民杨朝忠家的老木房出现一

些倾斜，但他不想直接改建砖混结构。“这木

房传了几代人，都有感情了，哪舍得拆？”杨朝

忠说，原本打算再修一下，但手头又不宽裕。

罗刚摸排了一圈，村里跟杨朝忠家情况

一样的，共有 10 户。

申请到保护经费后，罗刚马上联系修缮

团队，力争原汁原味地恢复原貌。村民自己

也参与修缮工作，没出 3 个月，修缮工程顺

利结束。如今，这 10 栋木房的状况在村里

仍算是好的。

“生态博物馆的特点之一就是引导村民

自主管理，调动他们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热

情。”罗刚又举了个例子，村民常戴的长角头

饰很有特点，博物馆工作人员向村民考证其

发展演变，在征得村民同意后，还收藏了部

分头饰，用以研究和展示。

高兴村妇女主任熊丽说，博物馆的做法

让村民很感动，“为了更便于传承，我们还做

了改良。过去是绕着木质长角把头发盘成

‘八’字形，有七八斤重；现在改用毛线，夹杂

少量头发，轻很多，穿戴也更方便。”

依托生态博物馆，村落的旅游业也越来

越红火。以往仅在传统节庆等才佩戴的长

角头饰，如今也出现在欢迎游客的仪式上。

带动文化旅游产业，
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生态博物馆设计建成时，文化旅游还不

在计划之列。“得用长远眼光看问题，以发展

带动保护，找到其中的平衡。”听说当地要发

展文化旅游，罗刚觉得这条路能行。

“以前总有游客来问，哪里能看表演？”

村民杨二妹说，后来她跟几个姐妹商量，“找

了十几个人，大家都会表演，还能在家门口

挣钱，为啥不做？”

木鼓舞、芦笙舞、三眼箫……每来一批

游客，杨二妹便组织队员，身着盛装，表演个

把小时。表演结束后，不少游客会买些绣

片、服饰等纪念品。杨二妹寻得商机，凑钱

买了台自动织布机做旅游商品，后来还开起

了门店。

2015年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成立，2017年《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

发展条例》颁布实施，2021 年《贵州省传统村

落 高 质 量 发 展 五 年 行 动 计 划（2021—2025
年）》印发……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

化遗产处处长王竹说，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

落地，保护好传统文化在当地已成共识。“以

在传统村落里打造非遗工坊为例，全省已建

起了 300 多家工坊，不仅解决了就业难题，促

进了致富增收，还提升了村民的精气神。”

“我们现在还有短视频平台推广，要是

我自己忙不过来，就分给其他村民一起做。”

如今，杨二妹每月收入过万元。村里又添了

3 台自动织布机，产品还向更有设计感的文

创领域延伸。“不管是自动的还是木头的，还

是织布机最吃香，过去靠它生活，现在用它

致富！”杨二妹说。

贵州创新保护原生态传统文化—

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本报记者 苏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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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讲 述

核心阅读

1998年，贵州六盘水市
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20
多年来，这座由高兴村等当
地 12 个村落组成的生态博
物馆，突破了藏品和建筑的
局限，保护了当地自然风貌、
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探索
出一条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
新路径。

■编辑手记R

本报澳门 12 月 20 日电 （记 者富子

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20 日举行升旗仪

式和酒会，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3周年。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23 周年招待酒

会上午 9 时 30 分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

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

官贺一诚致辞时表示，澳门各界要把学习

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把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一国两制”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实际行

动，推进新时代澳门特区稳健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中央人民政

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

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显

法、解放军驻澳部队副司令员戴劲松、特区

立法会主席高开贤、特区终审法院院长岑

浩辉、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特区政府

官员、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等约 350 人出席酒会。

贺一诚说，回顾过去 3 年，特区政府在

全力应对疫情的同时，坚定践行“一国两

制”，扎实推进各项施政工作，推动特区各

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特区政府坚持依法

施政，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不断提升治理能

力和管治水平。全面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

“一带一路”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他表示，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正在陆续落地实

施，必将为澳门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坚信有“一国两制”方针

的坚实保障，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社会各界和广大居民的团

结奋斗，澳门一定会摆脱困境，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在酒会上，贺一诚宣布“澳门学生科普卫星一号”已成功从中

国空间站释放入轨。他表示，澳门学生科普卫星项目彰显了祖国

对澳门青少年航天科技教育的重视，希望澳门以此为契机，顺利融

入国家科技发展大局。酒会举行之前，特区政府官员及嘉宾约

250 人出席了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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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0 日电 （记者亓玉昆）20 日，中国公共关系

协会以线上方式举办“2022 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聚焦“新时

代新征程中的中国公共关系”主题，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公共关系

发展之道。

与会人士认为，新征程上，中国公共关系行业要心怀“国之大

者”，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把握目标定位、明确使命任务、全

力履职尽责，努力做对外传播事业的引领者、国家治理创新的推动

者、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者，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行业智慧与力量。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表示，新时代条件下，积极发挥

公共关系传播引导、协调各方作用，有利于更好阐释党和政府政策

举措、凝聚社会共识，有助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与会嘉宾围绕如何有效开展对外传播、展示良好国家形象，如何

发挥公共关系职能、助力服务国家治理体系进步发展等议题分享观点。

2022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