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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探析
——以湖北省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细杉村为例

李　俊

（传媒职业学院，重庆 铜梁区 402560）

摘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商业开发价值和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意义。政府也为此出台了关于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保护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推动和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发展和现代转型。因此，发现民族特色村寨存在的问题，完善保护与

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提高对特色村寨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建设目标和原则，因地制宜，探寻各自的建设模式和方法，发挥政府、村民、

企业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从而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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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

立并形成的具有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生态环境良好、生产生活功

能较为完备的民族聚居区。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是经

济发展的重点对象，长此以往忽略了乡村的经济发展。资金、技

术与人才，即财力、物力与人力均朝着城镇倾斜，使农村的经济

建设自然步入落后又难堪的境地 {1}。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

族村寨的发展尤其困难。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在滚滚的商业化浪潮

和市场化洪流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高效发展，成为我们不得不去

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一、细杉村特色村寨建设的问题总结

（一）村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较大困难

但对于细杉来说，这却是在民族村寨的建设中不得不面对的

一大难题。虽说村里基本上实现了公路通到家家户户，道路也都

在整修，但远远无法满足村寨建设的需要。从铁炉乡到细杉村驱

车的话需要一个小时，还是在天气、路况、不堵车的状态之下，

且道路狭窄，严重延缓了细杉村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进程。对于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基层政府要通过村落社区强化资本

与社会化资金的投入与管理，从而为传统村落的长效发展提供资

金保障，这样才能为细杉村的长久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细杉村早年的建筑多以木质房屋为主，依据传统风水，所有

民居依坡就势建在平坦的台地。并且这些房屋的朝向还大有讲究，

按照细杉村村委会主任刘志大的话来讲，这些房屋“左边有山似

青龙，右边有峰如白虎，后有背山，面有朝山与案山，可谓山环

水抱。”，当整个村落以这样的建筑为主的时候，仔细观察就可

以看出，村口被两山所夹，似入“壶天”。但是，我们此次进入

到细杉村的时候，村里面的传统房屋建筑已经非常少了。各家新

建的楼房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细杉村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老

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故事，点点滴滴，事无巨细。在青山绿

水间，那些零星散落的老房子，似乎被时代遗弃般充满沧桑感，

甚至有一些被高大茂密的树林掩映，就快要找不着踪迹了。

如何能够保护好细杉村作为“特色村寨”旅游地区最具有其

“细杉特色”的木屋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家政策，

另一方面是村寨发展的重要资源，似乎这二者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也是在民族村寨的建设和发展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是在

这个问题上，政府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保护，还要找到保护特色

民居与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平衡点。国家大政

方针不可违背，但如何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之下完成特色村寨

的建设和保护，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协调统一，是政府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

（三）做好村民的宣传工作

虽然细杉村开始被外界所知，政府也有决心要将此处的特色

村寨旅游发展起来。但是特色村寨到底什么？政府要怎么做，有

何打算？特色村寨的建设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在这些实质性的问

题上，当地村民的了解还是停留在表面，村民的积极性没有充分

调动，参与度不高。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工作需要多方参与进

来才能取得成效。目前，一些地区的政府主导作用发挥较好，各

级政府十分重视此项工作，相关政府部门积极行动，组织力量，

筹集资金，进行村寨文化保护和产业建设。但群众积极性没有充

分调动起来，村民参与不够，社会组织关注和参与不够，严重影

响此项工作的推进。

（四）教育资源的匮乏

传统村落共生环境的有效性触点在当下面临着诸多局限，如

城乡二元格局、农村教育的滞后、城乡偏差性发展政策等 {2}。对

于细杉村这样的少数民族村寨来说，教育资源的匮乏是一个根本

性的问题。虽然现在细杉村的教育已经能够在隔壁村得到满足，

在政策的帮扶之下，也有了不错的师资，但是这种情况是否能够

保持？更加乐观的一点来说，如果能够保持这种状态，那么能够

维持多久呢，一两年没问题，可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呢？毕竟不

是长久之计。根本解决的方法还是需要引进更多的人才来细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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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制定一定的人才引进策略，如果有人愿意来，

是否能够留住人才？那么是否可以大力培育当地的人，使他们先

成为建设细杉的人才，再依靠建设之后的细杉村这个良好背景，

来吸引更多的人才呢？

二、细杉村特色村寨建设的经验总结

目前，乡村振兴是我国为发展农村地区提出的重大战略，而

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建设自然应该寻求经验，以减少弯路。特色村

寨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一种方式，其正面的发展将会带来广大农

村地区的可持续生态发展。细杉村特色村寨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

则正好为其他准备通过特色村寨建设发展乡村的农村地区提供了

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加强细杉村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首先我们应当肯定细杉村的经济发展。在发展经济之前，细

杉村首先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将公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

村里还有了路灯，垃圾处理区。同时，细杉村又利用了自己的自

然资源，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其收获也不小。尤其是

大力发展了细杉自身的特色产业，比如以柑橘、椪柑为主的林果

产业，依托良好生态和肥沃土壤的茶叶产业，发展快速的养殖业

等等。并且目前细杉村所进行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通过当地

的森林资源、农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

发展也为细杉村的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农村发展经

济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看到经济的增长，同时要像细杉村一样考

虑到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问题。“竭泽而渔”的做法虽在短

期内会有较为显著的发展和成效，但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资源，

村民所面对的就只有重新寻找发展道路。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

往往依附于 GDP 增长，文化的工具性占据主导地位，往往不顾文

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过度开发甚至人为改变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

走向民族文化商品化、民族文化展示庸俗化的极端 {4}。因此只有

解决了两者之间的问题，在保护好环境，维持好生态的基础上，

经济发展才是长久有效的。

（二）加强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并驾齐驱

经济发展虽然重要也是主要目的，但是文化发展并不能忽略。

细杉村的主要文化就是其白族文化，但是当地村民对于白族文化

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政府也为此在白族文化的传承上大下功夫，

从上自下开始了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虽然，目前细杉村在这方面

的政策还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让白族文化在当地得到好的保护与传

承，但是至少政府已经有了文化与经济要齐头并进的意识。若以

后多下功夫，在文化发展方面还是能够有收获的。有些地区为了

发展经济，不惜破坏自己的文化资源，在这一点上就是没有意识

到文化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应当多加学习。同时政府要引

导村民充分认识乡村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民

族文化的保护与建设中来，将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经济、

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动乡村繁荣、民族进步、农业发展，

真正达到“双三赢”{5} 效果。

（三）加强对于传统木屋建筑的保护和修复

细杉村的特色村寨建设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

乡村文化旅游建设过程中都应该避免的。细杉村的主要特色有两

点，一是白族文化，二是传统木屋建筑。这两个方面相互补充，

是细杉村特色村寨建设最有特色最有开发潜力的资源。然而在其

特色村寨的建设过程中，却不得不面对传统木屋建筑被拆除的问

题，这些木屋是特色村寨建设发展的重要条件，它让细杉与众不同。

因此要发展真的细杉特色村寨，这些房子是应该留下来的，不仅

要保存下来，对于破损的传统木屋建筑应当尽可能地予以修复。

三、结语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传统村落正在不断消亡。

细杉村虽然已经被评选为“传统村落”，但是其保护仍然面临着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在细杉村进行的访谈的过程中，笔者了

解到，细杉村被评选为“传统村落”主要是其村落建筑具有传统

的民族特色。细杉村的传统建筑以木屋为主，这些木屋冬暖夏凉，

曾经坐落在村落的各个地方，因其独特的建筑形制而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但是，如今细杉村仍保留的百年木屋建筑屈指可数，

与传统木屋随之逐渐消失的，是细杉村的“乡土性”和“民族性”。

虽然目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居民的脱贫致富是头等大事，也

是实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现实需要，但是经济增长与文化发

展应该协调，而且文化更是形成经济增长，简化贫困，保护环境

的社会基础。细杉村的传统村落建设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而进行

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是其文化自觉的一种方式，对文化的传承和

保护有一定的作用意义。在今天的乡村建设中，无论从何处入手，

其目的还是在于促使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可持续

发展，本质上还是重新构建一种理想生存状态的乡村文化。然而

要构建这样一种乡村文化，必须注重保护我国农业文明和农村文

化特色，因此，在面临城镇化以及工商资本下乡所带来的时，探

讨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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