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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在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乡村和谐发展的
理论和开拓探索的实践。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是一对“孪生姐妹”。
一个国家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就必须开放国门，就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结果自然免不了要淌
进“全球化”的潮流之中。
实行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是中国发展的正确选择。
中国几十年闭关自守实行计划经济，结果贫穷落后、暮气沉沉，而改革开放30年来，便繁荣昌盛、生
机勃勃，此足以说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无比伟大。
　　然而，30年来，从文化的角度观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却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和挑战。
一种文化能否从容应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取决于它的根基、结构、内涵和自信。
根基牢固、结构稳定、内涵深厚、传统悠久、自信度高、进取心强，便可能因势利导，兼收并蓄，发
展创造，乘势而上，不断迈向新的阶段。
反之，则很容易变质、衰落，甚至土崩瓦解。
就中国文化而言，其根基不可谓不深厚，其结构不可谓不牢固，其传统不可谓不悠久，然而中国文化
的不幸之处在于，当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潮涌来之时，它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
浩劫，根基、结构、传统均遭到了严重的颠覆和破坏，国人陷于深深的彷徨、迷茫和错乱之中，精神
空虚、道德沦丧、信仰失落已非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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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理论与方法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目标民族文
化生态村建设以民族文化保护为宗旨，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
然而，文化并不是孤立的事物，事实上它与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经济基础，没
有社会的进步，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因此，从事文化保护事业不能仅仅着眼于文化本身，还必须有综合的关照和整体的思考。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从事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进行民族文化保护，不能
脱离中国特定的时空条件，不能不考虑国情民情，对于国外同类保护事业及其相关的理论方法和经验
范式，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参考借鉴，但也不可盲目照搬。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拟定了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应该努力实现的六个基本目标：1.具有突出的、典
型的、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
2.具有朴素、淳美的民俗民风。
3.具有优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4.摆脱贫困，步入小康。
5.形成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相互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6.能够发挥示范作用。
这六个基本目标，是第一层次的目标。
在基本目标之下，还必须制定由若干层次的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
下面的目标属于第二层次：1.村民热爱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自觉性。
2.建立由村民管理、利用的文化活动中心。
3.依靠村民发掘、整理其传统知识，并建立传统知识保存、展示和传承的资料馆或展示室。
4.建立行之有效的、可持续的文化保护、传承制度。
5.主要依靠村民的力量，改善村寨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6.改善传统生计，优化经济结构。
7.有一批适应现代化建设、有较高文化自觉性和有开拓和奉献精神、能力强的带头人。
8.有比较健全的、权威的、和谐的世俗和行政的组织保障。
9.有良好的、可持续的管理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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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文化生态村(套装共6册)》总结出如下理论：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理
论与方法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探索实践之路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
应用人类学的开拓传统知识发掘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生态利的传习馆民族
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巴卡的反思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
拓走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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