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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是 “地 方 人”对 自 己 所 赖 以 生 存 的 自 然 环 境、社 会 环 境 和 人 文 环 境 不 断 认 识 的 结 晶，

它记录着 “地方人”生存、繁衍和发展历史进程并已经融入 “地方人”的生活，每一个 “地方人”身上都深深地打上

了地方性知识的烙印。它对 “地方人”生存和发展、对一个民族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和谐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有不

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当前，全球化和现 代 化 对 地 方 性 知 识 产 生 了 巨 大 冲 击，民 族 地 区 地 方 性 知 识 面 临 退 出 “地 方

人”的生活，走进历史博物馆的困境和危机。传承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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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是 “地方人”对自己所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断认识

的结晶，它记录着 “地方人”生存、繁衍和发展的

历史进程 并 已 经 融 入 “地 方 人”的 生 活，每 一 个

“地方人”身上都深深地打上了地方性知识的烙印。
研究表明，地方性知识不仅有教育、文化保护、生

态保护、医学价值，还有环境与资源管理、农业研

究、调解民间纠纷等方面的价值。［１］然而，在全球

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民族地区地方性

知识面临退出 “地方人”的生活，走进历史博物馆

的困境和危机。

一、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面临的

困境及其影响

（一）全球化和现代化对地方性知识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基本特征和以市场经济为发展动力的现代文明，
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全球化对民族

传统文化的挑战导致了原有文化模式的破裂，一些

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一些精湛的民

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一些灵验有效的民族医药

失去了市场；一些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

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２］时至今日，这种状况

有增无减。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对民族地区地方性知

识的稳定性、独立性和完整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地方性知识的主要特征是地域性和民族性，而全球

化则重点强调普适性和一元化，可以说，它们二者

有着完全相反的运行逻辑。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上

的强权衍生出文化上的强权，经济中的数量思维严

重影响着地方性知识价值的彰显和意义的生成。大

量的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正在加速退出 “地方人”
的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文化标本，将逐渐失去其本

身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对 “地方人”生活的意义。
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新技术发展也对地方

性知识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传统生

活方式下，许多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拥有独特的生存

空间，由于生活方式相对简单，民族歌舞、民族节

日等成为民族成员娱乐和交往的重要方式和载体。
生活在这里的 “地方人”从小就沐浴在这种民族文

化的熏陶之中，过着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生活。然

而，随着科 技 革 命 的 迅 速 发 展，电 视、电 脑、电

影、网络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媒介，
人们的娱乐和交往方式也逐渐走向多元。这种多元

化更多的体现为高科技情境中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方

式，就连以往称之为世外桃源的乡村，如今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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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传统的民族生活方式离

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甚至这些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

于他们而言已经成为了 “他者”，或者只是父辈们

叙说中的遥远回忆。［３］总之， “无论是昨天的工业

化和市场化，还是今天的信息化和全球化都是以理

性文化的逻辑在不断的打破各种本土文化的 ‘生命

的杯子’，促使更多的人啜饮相同的文化之水。”［４］

在种种潮流的冲击下，许多 “地方人”渐渐忘却了

本民族的传统，许多地方性知识从 “地方人”的生

活世界中逐渐淡出甚至消失。
（二）地方性知识保护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我国向来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许多政

策文件中都 明 确 提 出 要 保 护 少 数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但保护的情况却不尽人意，许多民族传统文化

保护中功利主义色彩比较明显。各地政府虽然都将

民族文化的保护作为旅游业一个重要的方面来抓，
但在旅游业中被开发的一些地方性知识因商业需要

而趋于表演化、简单化，甚至只是借用了该民族的

某些文化符号，忽视了文化自身的有机完整性，失

去了应有的民族人文精神价值。试图想通过收集和

整理去保护地方性知识的做法是自欺欺人的，因为

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是与民族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离开了他们的生活，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不

复存在，也就没有保护的必要了。近年来，虽然我

们也能在民族地区看到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如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桑科草原上依然可以

看到表现藏族文化的各种帐篷、生活用具、服饰、
礼仪和舞蹈，听到嘹亮的藏族歌舞，但这些东西很

多已经不再是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而是商业利益

的蓄意夸张甚至扭曲，与民间的本色已经有相当的

距离。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中功利

化色彩也似乎日显浓厚。在众多的选择面前，人们

也开始对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文化趋之若

鹜，地方性 知 识 则 被 一 些 人 视 为 “过 时”或 “无

用”的东西，受到冷落甚至被根本忽略，然而这种

冷落和根本忽略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是致命的。
（三）家庭与社会生 活 中 地 方 性 知 识 传 承 趋 于

弱化

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传承的压力既有来自于外

部的代表世界和国家主流文化的冲击，也有来自于

内部的少数民族本身的文化自卑。调查发现，许多

藏族知识分子家庭一般都将孩子送到汉族学校去读

书，有一部分藏族地区的官员还将孩子送到省会城

市的汉族学校去读书。虽然这在藏族地区所占的比

例相当小，但从中也可以反应出一种倾向。在我们

这些 “不知情”者看来，这种选择似乎一种非常自

愿的行为，本研究就这一问题访谈了甘肃省甘南藏

族自治州夏河县一些行政官员 （公安局、教育局和

县委党校的几位领导同志）和一些教师。他们的孩

子都曾在或正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西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是甘肃省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高中）
读高中。他们说：“送孩子去师大附中上学也是无

奈之举，可以说当时非常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内心

深处的矛盾，既感到自己的文化需要学习，如果不

学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慢慢的消失，这样自己

的民族就会不存在，因为它失去了民族特色 （民族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感到自己的孩子学习

我们自己 的 文 化 前 途 渺 茫 （因 为 人 的 精 力 是 有 限

的）。实质他们当时学 习 都 很 一 般，我 们 作 为 过 来

人，也知道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和成绩到师大附中

去会遭遇到很多无形的压力，但真的是没办法。因

为在这个社会里，学习 藏 文 化 的 出 路 太 窄 了”。许

多教师的孩子也都在夏河县拉卜楞小学和夏河县中

学 （这两所学校都是夏河县的汉族学校）。当我问

他们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在汉族学校上学时，他

们的回答几乎是 一 致 的。 “对 于 我 们 的 孩 子 来 说，
我是一个 父 亲 或 母 亲，我 首 先 要 为 他 们 的 未 来 着

想，哪一个民族的父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的

更好。我们也能看到，学习汉语将来可能会生活的

更好一些，所以，我把他们都送到普通学校学习，
但藏语还是要求他们好好学的，不要放弃，平时也

给他们讲一些藏族的故事。”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

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处境，逼迫民族地区的一些知

识分子由于考虑到孩子的出路问题而有意识的放弃

本民族传统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民族地区知

识分子的这种种无奈之举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性知识

的学习者在当今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通或机

会太少。
另外，少数 民 族 社 会 组 织 结 构 也 正 在 发 生 变

化。一些青年男女都外出务工挣钱，家中留守的多

为老人和儿童，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家族结构被老少

隔代而居的结构代替，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出现了断

裂现象。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原有的社

区逐渐解体，社区教育功能也有所减弱。大众传媒

占据了人们许多的业余时间，这也是地方性知识逐

渐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式微的表现及影响

民族文化是族群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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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蕴含的知识和智慧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这

种独特的文化资源不仅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

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每

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俗、艺术内涵、心理特

质、宗教信仰等文化符号体系，这些文化符号内化

为各自民族个性与民族气质的基本要素，通过不同

的服饰、歌舞、建筑、风情等外在表现形式展示出

来，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风格。不同民族的

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会创生出新的更适合人类生存

与发展的文化因子，这种新的文化因子又会进一步

促进人类 社 会 的 发 展。文 化 的 存 在 虽 然 是 一 个 整

体，但也 有 着 不 同 的 层 次，从 仪 表 装 束 到 语 言 表

达，从风俗习惯到生活方式，从审美取向到情感模

式，从价值观念到思维定式等等，这些不同的层次

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从跨文化交往的

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在碰撞整合的过程中，首先容

易改变的往往是文化表层的东西，如衣着、语言、
生活习惯 等，不 容 易 改 变 的 则 是 一 些 深 层 次 的 东

西，例如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思维定式等。 “这

些深层次的东西由于处于人的无意识状态之中，它

在文化交流中，往往坚持着自身原来的文化标准并

对其他文化进行相应的裁剪，所以，这种深层次的

东西其实是文化得以真正碰撞并从而产生文化震颤

的坚实内核，它是文化模式生成的根本，是文化融

合相 对 稳 定 的 内 在 基 础，它 的 改 变 相 对 比 较 缓

慢。”［５］然而无 论 多 么 缓 慢，随 着 文 化 符 号 的 不 断

消失，深层次的文化内核也终将会消失。
事实上，不仅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如东北的

鄂伦春族，西北的裕固族、哈萨克族等存在这样的

问题，而且像藏族、维吾尔族等人口较多的少数民

族也存在着 这 样 的 问 题。２０１０年６月，笔 者 到 新

疆阿克苏地区就有关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
所到的６所中学和６所小学中大约只有不到５％的

学生着民族服装。阿克苏地区一中是一所纯维族中

学，但第一节课前十分钟仍然唱汉族的歌曲，阿克

苏地区教育局的一位老师这样估计，居住在阿克苏

市的青少年有一半多都只能听懂而不会用维语进行

表达。更令人奇怪的是，到了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民

族地区想要吃一顿民族特色的饭，还要专门去找。
阿克苏的城市建筑除了市中心的 “棉花标志”外，
和我国西北的其它地级市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相比

之下，藏族 地 区 的 情 况 要 好 一 些。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研究者专门 走 访 了 甘 肃 甘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的 一 些 地

方，先到藏族特征最鲜明的藏传佛教六大宗主寺之

一———拉卜楞寺所在地的夏河县，站在对面的 “神

山”上 （当地人将拉卜楞寺对面的山称为 “神山”，
山上有郁郁葱葱的柏树林和松树林，植被保护得很

好，像兔子、野鸡等野生动物很多，还有个别放生

的羊和牦牛），明显可 以 看 出，整 个 县 城 由 两 部 分

组成，一部分是寺院，另一部分是街道，中间有一

条通往山上的路。虽然僧俗有一定的界限，但僧俗

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遇到集市，家人都会为在寺

院学习的孩子送来吃的东西或领到街道上为他们购

置一些日常用品。有的家长临走时还会叮嘱孩子好

好 “念书”。街道的建 筑，包 括 藏 族 中 学 和 小 学 的

建筑都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人们的穿着和用语也会

让你深切的体会到这里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地方。再

深入到夏河县桑科和甘加两个牧区，听着嘹亮的歌

声，看着洁白的羊群和藏族的帐篷，这种感觉就更

加明显了。然而，当我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

所在地———合作市时，这种感觉就渐渐淡化，刚进

市区就会看到一座非常漂亮的寺院，然后藏族的特

色越来越少，许多民族特色比较鲜明的建筑由于时

间关系，也正在拆除，新建的许多高楼大厦已经没

有多少可以承载民族文化的东西了。
总的来说，民族文化的符号在逐渐减少，物质

文化正在加速流失，传统文化中具体实物载体越来

越少。相对于外在的物质文化来说，民族心理、价

值观等内 隐 的 精 神 文 化 作 为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的 “基

因”内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生活在城镇

的少数民族后代，相当一部分人不懂本民族的历史

文化，已经不具备本民族人的民族心理素质，对本

民族文化 知 识 不 感 兴 趣。随 着 民 族 文 化 内 核 的 蜕

变，民族文化乃至整个民族就会消失。

三、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应该担负

传承地方性知识的责任

当我们以市场经济的标准去衡量地方性知识价

值时，我们其实忽略了每一种文化的独特的价值，
忽略了其除创造经济价值之表象背后的深刻含义。
为了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结构，宽容、理解和尊

重多元是其基本要求。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样化与个

性化的前提 下，整 个 世 界 才 能 形 成 一 个 “和 而 不

同”的文化图景。然而，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主流

社会中往往处于一种 “亚文化”的弱势地位，大多

数处于主流文化群体的人只是带着新奇或是偏见的

眼光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与主流文

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渐渐走向 “失语”的地位。现代

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现代主流文化为主体的，
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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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载体，应该肩负传承地方性知识的历史使命。
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理应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的

主要阵地。然而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地方性知识

的传承并未真正成为今天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尽

管当前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传承问题也受到国际

社会和各国政府部门的重视并日益进入许多学科的

研究视野，但还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教育使然。研

究发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在传承地方

性知识中 基 本 处 于 一 种 “不 作 为”的 状 态，这 种

“不作为”不是学校单方面造成和能够改变的，或

者说学校在这种 “不作为”中几乎没有责任。那造

成这种学校教育在传承地方性知识中的 “不作为”
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研究认为国家层面关于民

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政策与制度未能有效地促进民族

地区地方性知识的传承。
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尚未把地方性

知识合理地纳入国民教育的范畴。因此，地方性知

识在学校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也没

有这方面的制度保障。虽然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

家，都有一些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办学的自主权

的规定，但 由 于 考 试 制 度 等 措 施 还 没 有 相 应 的 规

定，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事实上很难纳入到正规的

学校教育体系当中。这种缺失要么是一种有意识的

举措，要么就是根本被忽略，这种制度与政策导向

下的学校教育内容对地方性知识的反应当然也就显

得有些缺乏或不足。当前，关于地方性知识进入学

校课程对学生成长、文化保护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学者们已有很多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本研究认为，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地方性知识纳入学

校课程体系并得到有效实施应该是下一阶段关于地

方性知识与学校教育关系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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