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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强力推进过程中，辅以交通与通讯的快速发展，那些过去属于鲜为人知
的、处于第三世界偏僻与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均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们的文化传承后继无
人，或在外来政治、经济以及权力的压力下无所措手足；然而，即使是本应具有先导性的学术研究成
果中，也因快速的社会文化变迁而使文化延续性的评估原则缺少前瞻性的标尺。
几乎只有文化传承中涉及商业与旅游经济的精明的投资人实践中，才能总是看到他们以法律“先知”
（相对于地方少数族群人对合同签订的相对“无知”与“不知”而言）的优势地位不断赢得地方文化
支配的优先权，例如地方文化商业化的优先权，这一优先权无论是以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出发
点，还是使用所谓“开发”的观点，都已证明区域小族群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被动性与无奈，而且总
是容易使他们的自身利益失去保护。
即使是那些没有实施文化商业化的地方族群中，而且是以外来者标榜实施所谓文化遗产“保护”的良
好出发点，我们也时常会发现在他们所拥有的外来价值观标尺下，对其文化“保护”的明显包办代替
和“乱点鸳鸯谱”所酿成的各式文化展示之乱相。
　　既然多元文化延续的选择可以是多样性的，就说明任何地方与族群文化传承的方式与方法也可能
是多样性的。
可见，关于文化传承的产业化思维与实践只不过是可供选择的多种途径之一，并且尤须谨慎。
如是，仅就我们对已经开始文化产业化行动的地区过程与结局加以研究与评估，已经看到了本书项目
指导者的先见之明，即他们在试图发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应用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即使文化遗产保护和
应用之间具有转向的契机，那么，文化遗产可以运用、使用和应用的标尺是什么？
以及少数族群何以自身维权和成为这一文化实践行动的公平受益人？
的确需要及时作出回答。
　　为此，我们能够提供人类业已积累的何种有益的知识理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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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云南地区6个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的实地调研报告，这些报告是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
公室资助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调研项目所取得的成果。
这一调研项目的宗旨在于引起人们特别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对少数民族产业化过程中弱势群
体（尤其是妇女）公平受益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读者对象：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化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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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上的探讨自然还需要结合实际。
我们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往往可以看到，在保护事业中，行政部门的作为、商业
单位的作为同非物质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总是取向一致。
同样是为了抢救正在逝去的人类文明成果，着眼点是放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文化发展上，还是
放在部门的事功建树上，或是放在商业利益的追求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应地，在目标设计乃至实
际功效上，也会呈现相当大的差异④。
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知识保护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是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参与。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及传统知识，政府部门的政策倡导作用不可低估，同时需要当地文化传承者和拥有
者的大力支持与参与。
　　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群体（政府、企业、当地人）都具有各自的利益倾
向，同时也以不同的视角来对待文化产业化。
如果各个参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则不仅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可能对这一文
化形成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对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的根本性破坏。
认识保护工程的复杂性，合理地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将保护行为纳入科学、合理、有效的轨道，是
一件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做而且并不容易做好的事情②。
因此理性地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就显得非常重要。
每个地区因其各种资源不同，对传统文化保护和开发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当地人的
权益，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主人和传统知识的拥有者。
任何商业行为如果侵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或仅仅是为了部分商人的利益，那么不论当地的文化产业
化如何发达都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
当然，这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使企业的利益和当地人的利益能达致一个平衡，否则，这样的产业化
会走向畸形，也不会具有可持续性。
在有的调查点上，企业和政府以及当地人也都在参与当地文化产业化，但是当地人的参与只是形式上
的参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虽说参与，但是缺乏参与决策的权利，在文化产业化具体筹划过程
中，尤其缺乏相应方案或计划的决策权，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文化产业化利益分享中出现失衡的现
象。
说到当地人的受益权，这个不用置疑，对传统文化和知识的保护，不应该只封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
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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