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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3年度课题《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
产业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
    该课题的最终成果分为三大部分： 上篇“土家族文化资源”：此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土家族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包括“土家族文化资源概述”、“土家语概况”、“ 土家族物质文化资源”、“土家族非物质文化资
源”四章，这四章内容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参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后写成的。
第一章不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土家族文化资源，还对土家族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指出土家
族传统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还具有原生态性、兼容性、多元性、内部差异性等多重特征。
第二章对土家语的基本情况，它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情况、土家语的现状作了介绍。
第三章从“文化遗址和文物”、 “名胜古迹”、 “古镇”、“传统民居”、“生产生活工具”、“
传统工艺美术”、“传统饮食”等几个方面对土家族的物质文化进行了梳理。
第四章从“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音乐”、“民间体育游艺”、“民间医药”、“
民间礼俗”、“民间禁忌” 、“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资
源。
    中篇“土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此篇分为“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理念和基本原则”、“土家族
文化资源保护对象”、“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模式选择”、“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政策措施”四
章。
第一章提出对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应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遵循文化生态主体平等、生态利益
公平、生态权利公正、生态秩序安全等原则，改变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保护模式，保护土家族文化整
体性。
第二章在对中外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的保护内容和对象进行研究后提出，要对土家族的历史
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宗教文化遗产等十二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第三章在对国内外保护模式和保护经验进行研究后指出：就土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来说，物质文化遗
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应有区别，物质文化遗产应以移植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为主，同时与
博物馆保护相结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采取研究型保护、建民族风情园和生态博物馆等方式
，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取确立传承人的办法。
第四章提出了保护土族文化资源的措施，即是营造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氛围，在全民族中达成共
识；开展民族文化遗产普查清理工作和科学研究；制定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
则；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有效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下，科学开发利用民族文化，
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文化传统教育，把民族
民间文化纳入学校教育的内容；把保护民族文化与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
    下篇“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构建”：此篇是该课题的落脚点和核心部分。
分为“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战略意义”、“士家族文化
资源开发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构建战略”、“土家族文化产
业构建”、“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等六章。
分别论述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价值，分析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论述了土家族文化
资源开发中的指导思想和开发的总体目标，提出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构建的八大战略和
土家族地区开发文化资源、构建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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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土家族文化资源　　第一章 土家族文化资源概述　　土家族是居住在湘鄂渝黔边的一个古
老民族，自称“毕兹卡”、“比基卡”。
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共有802.81万人，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居第六位。
聚居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吉首、泸溪、凤凰、花垣，湖北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咸丰、宣恩、鹤峰、利川、恩施、建始、巴东，湖北宜昌市长阳和五峰两
个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所辖石柱、彭水、酉阳、秀山4个自治县和黔江区，贵州铜仁地区沿河、印
江两个自治县，以及江口、德江、思南、铜仁，湖南张家界市的桑植、永定、慈利、武陵源和常德市
石门县等34个县（市、区）。
在武陵山和大巴山的边缘地带及一些城市也有少量分布。
　　对于这个民族的族源，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的看法。
如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濮人说、乌蛮说、江西迁入说等等。
在这些观点中，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理由更充分一些，特别是巴人后裔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自从潘光旦先生所著的《湘西北的　　“土家”和古代的巴人》发表以后，土家族的主体为巴人后裔
的观点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对这一观点，许多研究者都从文献考据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人手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基本上廓
清了巴人的来源、迁徙、流变情况。
即是说早在商、周时代巴人就生活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巴方”就是古巴族。
商朝末年，巴人还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因功封为巴子国。
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与东边的楚国时战时和，双方交往密切，文化相互渗透。
后来，在楚国威迫下，巴国不断向西南退却，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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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与文化产业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部著作是在田野调查和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
第一部分介绍了土家族丰富的文化资源，第二部分对土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理念、原则、措施等进行
了探讨，第三部分对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根据土家族地区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实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
看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性。
这部熔资料性、学术性、实际性于一炉的著作，对今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发
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都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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