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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

我国文化建设面临三大现实问题。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取得成效、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的基础上，需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二是在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

推动下，文化竞争力成为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推动文化大发

展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和路径需要与时

俱进；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同群体快速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确立了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在国家文化战略的宏观指

引下，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当下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重

要任务和有效路径之一。三大文化建设问题引起了政府、学术界和文化

建设者及广大民众的关注，并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形成新的

方向。

２００３年，云南大学校党委、校行政审时度势，抓住国家文化建设重

大转型的契机，结合云南省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文化旅游发展的需要，

决定依托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和相关专业，整合云南大学的学科资源和

研究力量，成立文化产业研究所，围绕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开展

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培养高端人才，为地方文化

建设服务。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云南

大学是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文化产业研究专门机构、开展文化产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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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高校之一。２００６年云南大学进一步充实强化文化产业新兴学科的

建设，在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化产业研究院，同年被文化部确定为

部校合作共建的六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之一。２００８年经过申报竞

评，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被遴选为首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基地。

经过近１０年的努力，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中

国少数民族经济、民族文化产业两个博士、硕士授权点，在读博士和硕

士近８０名，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重要教学研究机构。围绕民族文化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 “产业理论研究、战略咨询服务和高端人才培养”开展

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形成了 “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

“民族文化经济的人类学审视”“民族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三个主体研

究方向，在具体研究中承袭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凸显了具有云南

大学学科特征和民族学学术传统的研究风格，研究视域也从云南民族文

化发展拓展到西部民族地区、区域文化发展，推出了一批理论研究、战

略咨询研究、创意策划研究成果，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云南大学民

族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现代社会既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当下生境，更是民族文化研究不可抛

离的背景和基点，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文化消费、市民社会、殖

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问题总和民族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捆绑在一起，充满了冲突对抗与渗透融合。民族文化、区域

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学、民族学的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乃

至哲学研究的对象。当区隔绝对价值、单一的认识论工具，呈现的民族

文化现状更多是分裂、碎化、异质、多面、流动，需要学者们聚合多学

科的力量，以更多角度、更广视野，更大勇气去面对，持之以恒地进行

理性审视和探究。

为庆祝云南大学９０华诞，各学院、各学科在学校的支持下系统整理

研究成果，遴选优秀作品结集出版，以此总结、纪念、迎新和发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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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在云南大学是个新兴学科，积淀尚显不足，但论文集选择的这些

研究成果体现了三代学者对文化经济与民族文化等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学

术担当。

与权力、资本、权威和世俗保持一定距离，拓展学术视野，树立问

题意识，强化人文关怀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经济与民族文化研究遵

循的原则。老一辈学者们深厚的学养和人文关怀，中年学者们的学术视

野和社会责任，青年学者们新颖的审视角度和激情都凝聚于此。文化经

济与民族文化的研究关注现在，就是关注历史，思考现在，就是思考未

来。相信有了今天良好的开端，明天的成果将会更加丰硕。

《东陆之光·文化产业研究院卷》编委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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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经济化
施惟达

摘　要：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具有价值的二重性。民族文化要成为

产业经济价值的载体，必须以文化主体的价值为核心。立足对 “我者”

的使用价值，才会有对 “他者”的交换价值。如果缺乏真正 “文化自

觉”，要保护民族文化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民族文化　价值二重性　经济化　文化主体　文化自觉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许多人都对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深入的认识。一致的看法是，

尽管经济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文化却应该是多元化的，各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保存的价值。而且，有的学者还提出，民族文化可以资本化，

也可以产业化，因为在新的世纪，文化消费已成为人们的一项重要的消

费内容。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社会物质供应越来越充分和丰

富，与此相反，生活消费却出现了 “脱物化”的趋向。购物不一定是去

买需要的东西，而可能是去寻求一种体验，享受一种心情，或是和家人

在一起进行娱乐活动。总之，精神消费所占的比重在生活费用支出中日

益加大。与这种发展趋向相一致的是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旅游

者的足迹已经出现在世界上不管多么闭塞偏僻的地方。而当旅游者对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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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神秘的异民族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时，这些平时并不受重视的民族

文化产品的确显示出了它的经济价值。一条手工制作的粗糙的独龙毯，

在好奇的游客那里可以卖到数十元甚至数百元。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也被

描述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

但情况是复杂的。对于广大待发展的边疆民族地区来说，让旅游者

蜂拥而至的景区景点毕竟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地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如交通、特色、知名度等，并没有人问津，或许只有少数研究者会到那

些条件异常艰苦，却很有文化独特性的地方去。但广播、电视、商品的

覆盖面又非常之广泛，见的实际往往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商业文化、

大众流行文化、主体民族文化、官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消失，无论是语

言、服饰、艺术、建筑，还是节日、习俗等都如此。这可以以近年来的

许多民族调查资料为证。有学者在对基诺族的传统文化保存情况进行深

入调查后写出这样的预测：

基诺族的民族服饰有可能在１０年左右消失；基诺族口碑文史及其风

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２０年内消失；基诺族传统歌舞有可能在２０年内消

失；基诺族语言有可能在３０年内消失。①

虽然这未必就是一个十分准确的预测，但这的确反映了这样一种发

展态势———如果目前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的话。面对这样的实际，一方

面，作为民族文化的 “我者”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并无不安的

感觉，相反，他们所向往并着意模仿的，是通过从电视、广播、报纸等

各种传媒到大量商品乃至外来者的展示所提供的现代流行文化。倒是作

为 “他者”的研究者们深感不安，他们往往大声疾呼地提出保护民族文

化的口号。另一方面，许多民族文化在人们发现其经济价值后，被粗俗

地商品化，被肢解、被表浅化、空洞化，以至被伪造，如供旅游者参观

的民俗 （特别是婚礼仪式），伴餐的民族服饰、歌舞等。在这种状态下，

作为文化主体的民族群体与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疏离。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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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和生存样式的民族文化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成了表演项

目，甚至因为不断地重复表演而使表演者产生了厌恶情绪。这样就产生了一

个问题，到底民族文化的价值在哪里？它的意义首先是对 “我者”还是对

“他者”？

二、民族文化价值的二重性

为了使这个问题变得更清晰些，我们有必要对价值问题做一点梳理。

所谓价值，是指事物具有的对人的意义或效用，它能满足人的某种愿望

或需要。马克思说：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马克思并引约

翰·洛克的话作为注解：“任何物的自然 ｗｏｒｔｈ（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

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１］４８这样看来，价值所包含的内

容是多方面的，对价值可以作多种角度的划分。如根据效用性质的不同

可分为实用价值和非实用价值；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经济价值、道德

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娱乐价值等。根据发挥效用的

方式不同可划分为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根据发挥效用的范围不同可划

分为普遍价值和特殊价值。根据发挥效用时间不同可划分为历史价值和

现实价值。根据效用的表现形态不同又可划分为潜在价值和显现价值，

如此等等。而从商品生产的角度看，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构成因素时，

指出了商品价值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说，“使用价值同

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１］４８马克思对价值的这一种分析角度同样

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尤其是谈到民族文化走向市场的时候。民族文化，

按最广义的理解，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按

最直观的说法，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民族文化是在一个民族长期

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及进行内

外部世界 （包括自然界与社会）交流沟通的工具和手段。具体来看，作

为一种行为模式 （包括制度、规范，也包括认知模式、情感模式、心理

模式乃至审美模式等）的民族文化，它的价值又是多重多面的。它沟通、

调节着民族群体与生境 （自然、外族）、民族社会群体内部、民族个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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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等多重关系，并塑造着民族社会的理想人格，为个体提供归属感、

幸福感和心理上的依托。同时，民族文化的这些价值和内在意义又常常

是被符号化、系统化，以象征方式表达出来的，这就使民族文化涂上了

五彩缤纷的颜色和鲜明耀眼的个性特征。比如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

的民族语言，不仅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用极端的话来说，有什么

样的语言，世界就显现出什么样的图式。又比如，不同的文化所提供的

人生意义和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种条件、一种现象、一种事

物、一种环境或一种状态，对一种文化下的民族是好的，可能对另一种

文化下的民族就未必如此。因此，民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无疑首先是对

于该文化主体而言的。在历史上，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更多是相互排拒

的。实际上，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同一文化群体的认同与对

不同文化群体的排拒。崇尚中华文化的炎黄子孙又自称为 “龙的传人”，

不管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有一种中华的意识，都会过表明自己身份的

春节。传统上，他们对外族称其为 “夷”。人类学家经常用自己的经验证

明，不仅发达民族视不发达民族的文化为落后，就是不发达民族视发达民

族的文化，也同样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总之，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无

疑是对本民族群体的。这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是，民族文化并非对外民族就毫无价值和意义。实际上，不同民

族间的文化碰撞、冲突或交流，常常带来不同文化的相互借取，并导致

文化的繁荣和昌盛。著名的文化变迁研究专家克莱德·伍兹引林顿一段

描写美国文化如何向异文化借取的非常生动的文字：“我们十足的美国公

民从床上醒来，这床的式样起源于近东，在传入美洲前被北欧人所改造。

他盖的被子是棉制的———棉花最早在印度种植；或是亚麻的———亚麻为

近东的产品；或是羊毛的———那也是近东所开始驯养的动物；或是绸缎

———这则是中国人的创造。他匆匆地穿上他的拖鞋，这是东部林地的印

第安人的用品。然后走进洗澡间，里面的设备是欧洲和美洲的发明的混

合物，这都是近代的。他脱掉睡衣，这原是印度的长袍，洗澡肥皂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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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高卢人的所有物。随后他刮胡子，这种自我虐待的方式看来是从苏美

尔或古埃及传入的。……我们的朋友结束早餐后坐下来吸烟，一种道地

的美国人的习惯，消费的却是巴西种植的植物。他或者使用烟斗，源于

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或是香烟，源于墨西哥；或者瘾很大的话甚至可

能是一支雪茄，从安第列斯群岛通过西班牙传给我们的。抽烟时他浏览

报纸，字母印刷是古代闪米特人的发明，依靠的则是中国人的材料和德

国人的方法。当他关注国外骚乱的新闻报道时，如果是一位健谈的人，

他会用印欧语感谢希伯来的造物主———上帝使他生为一个纯粹的美

国人。”［２］２５～２６

文化人类学中著名的传播论学派就认为，文化发展的条件就是不同

文化的接触、交流、学习、借鉴。当然，学习借鉴不是照搬，而是往往

会对新的东西进行再解释或再创造，以符合自身的需要。另外，在不同

文化的接触、交流中，借取也不会是单向的。不仅是弱势文化会向强势

文化借取，强势文化也同样会向弱势文化借取。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

少数民族向汉民族学习了很多东西，汉民族同样向少数民族学习了很多

东西。唐代所盛行的 “胡服骑射”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美洲，土著与白

人接触同样是双向的借取：“白人带来了马但借取了独木舟。当今天不少

美洲印第安人在欧洲风格的房子里时，无数的美国人却至少在帐篷里度

两周的假。印第安人吉姆·色伯是全美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而常春藤

联盟学院的学生却热衷于印第安人的长曲棍球。在食品原料方面，白人

则学得更好。他们借取了玉蜀黍、豆、瓜、玉米粥、玉米花、野稻、可

可粉、番茄、土豆、火鸡。”［２］３７当然，在文化的学习和借取上，外显的、

物质的、技术的层面比较容易，而内隐的、观念的、制度的层面就比较

困难。

从文化的内部来看，文化是一个包罗面非常之广的复杂的聚合体，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或由于外部环境的变

迁 （如自然界的变化、外部社会的变化、文化的交流甚至外敌的入侵

等），或由于内部社会的变化 （如新发明新创造的运用、新思想新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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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领袖人物的更替等），加之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自然衰减规律，民族

文化会随社会条件的变迁而变迁，旧的不适宜的文化因子会消失，新的

适宜的文化因子会产生。先是局部的部分的变迁，慢慢地会导致全局的

整体的变迁。如果一个民族在这样的过程中缺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

意识，那么，很可能被异民族的文化所同化 （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情

况下），或很可能出现民族文化的退化 （特别在一些弱小、封闭的民族群

体中），最终是民族文化的消失———这也意味着民族的消失，因为民族的

存在就是以其文化作为象征或标识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的消消长长已经上演过不知多少。著名的如玛雅文

化，只在丛林中留下那些巨大的石头逗引着现代人对曾经辉煌的历史的

猜想和感伤。对于民族文化的消失，人们过去对此并不是太在意，正像

对自然物种的消亡并不是太在意一样。但今天人们对不同的民族文化的

存在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出于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正像出于保存生

物物种多样性的需要，专家或有识之士提出要保留各民族的传统文化，

抢救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要所谓的 “原汁原味”地保留。

客观地说，民族文化的消失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比如，

有的行为习俗因为民族的生存环境或条件的改变而失去了意义或不可能

保留，它的消失就是合理的；而有的文化事象只是因为未受到应有的重

视而失传就非常可惜，如民间的许多工艺技术、文艺创作等。对于那些

合理消失的文化，要求 “原汁原味”地保留，就容易使人产生到底为谁

而保留，为什么而保留的疑问。当然，要简单地判断在民族文化传统中，

究竟哪些是属于合理消失的，哪些是属于值得保留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

题。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完整

地、“原汁原味”地保留；第二，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对于 “我

者”的，其选择评判的标准首先必须是 “我者”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而不是保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或对 “他者”的文化借鉴意义的需

要。无疑，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

他民族的文化有宝贵的交流和借鉴作用，但这种价值和意义，是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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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我者”的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之上的。不能设想，一种对本民族的生

存和发展缺乏价值和意义的文化，能够对他民族的文化和整个人类文化

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总之，在民族文化的价值层面，民族文化必须是以对文化主体 （“我

者”）的价值为核心和基础的，也只有以此为核心和基础，才能产生对文

化客体 （“他者”）的价值，才能构成全人类文化的有价值的重要部分。

就是说，民族文化首先是立足于对 “我者”的价值，才会有对 “他者”

的价值；首先有自身的 “使用价值”，才会有 “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

交换价值的载体。

三、民族文化经济化的不同含义或层面

总结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可以看出，民族间的经济贸易与

文化交流是两种有密切联系但又能相互区别的行为。虽然一个民族的商

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文化的色彩，如中国向海外输出的瓷器、丝绸，

我们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等，但应该说，这些商品主要是具有

一种实用的价值，而非文化上的价值。就是说，输入外民族的这些商品

仅仅是被取其 “用”而已，却并非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进入外民族的文化

系统之中。非实用的、文化意义比较明显的东西往往是当作礼品相互赠

送。如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向东亚各国的传播，印度佛经向中国的输入，

都是典型的例子。而今天，一方面随着全球市场经济和文化的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的巨大变化，商品的文化化以及

民族文化的市场化 （商品化进而产业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劲的趋势在世

界范围内方兴未艾。以美国文化的典型———好莱坞大片、牛仔裤、可口

可乐、麦当劳席卷全球为例，美国人卖到世界各国的，绝不仅仅是一种

物质商品，更是一种文化行为、一种价值观念。

的确，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民族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文化消费的时代。

人们可以花钱买一种气氛、一种心情、一种品位、一种象征，商家也可

以卖一个品牌、一句广告词、一种款式、一种流行色，而不再计较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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