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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南丹县瑶族白裤瑶支系非遗与

旅游融合发展的现状、成就、困境，通过资料

搜集、走访调查、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得

出如何处理好南丹白裤瑶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

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提出保持民族文化多样

性、有效开发利用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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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丹县作为瑶族白裤瑶支系的主要聚居

区，也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活态流传的一个典

型代表。当地的瑶族白裤瑶支系文化具有极高

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

临着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以及农村空巢化导致

传承主体流失等问题。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的重视，南丹白裤瑶文化得到了进一步

的弘扬与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保护传承成

就。在“文化+旅游”“非遗+旅游”等宏观政

策的指引号召下，南丹瑶族非遗在以文化旅游

开发为主导的主流趋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激

活与发展，生命力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

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在“非遗+旅游”的文

化大背景下有效传承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凸显

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保持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文化上的多样性体现，是当下值得探

究的一个问题，并且可以为现当代广西民族文

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提供一些参考。

一、关于南丹县白裤瑶文化生存现状的调

查

南丹县白裤瑶文化特色显著、非遗资源十

分丰富。在全县非遗各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

瑶族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占三分之一以上，

也是县内非遗保护传承、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的

重点。南丹县在传承白裤瑶文化保护传承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南丹瑶族非遗概况

南丹白裤瑶所涉及的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中，现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 个，占南

丹县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0%；自治区级代

表性项目 6 个，占南丹县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33%；市级代表性项目 2 个，占南丹县市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3%；县级代表性项目 31
个，占南丹县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0%。在白

裤瑶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民俗类、技艺

类、音乐舞蹈类所占的比重最为靠前。

民俗类、传统舞蹈、传统音乐项目如瑶族

服饰、铜鼓舞 （南丹勤泽格拉）、白裤瑶年

街、细话歌等，因具有自古以来的深厚文化土

壤，延传历史悠久，社会群众普遍接受程度较

高，且同时具备较高的艺术观赏性，受到社

会、学术层面的高度关注，经常被挖掘运用于

各类展演展示活动，群众也因此能够从中获取

文化体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故而上述类

别项目，在县域内依然盛行流传，群众自发参

与积极性高，相关图文声像资料内容丰富、保

存完整，保护传承工作体系尤为完善。如瑶族

服饰，在南丹依然作为瑶族群众的日常穿着，

县乡地区随处可见；其制作技艺家家掌握，同

时依托服饰技艺培训，使得瑶族学生自小就接

触掌握。铜鼓舞 （南丹勤泽格拉），瑶族地区

成年群众普遍熟练掌握，加上通过在县内各中

小学校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组织传授培

训，使得学生群体当中的传承队伍得以扩大。

白裤瑶年街、白裤瑶小年等民俗节庆，通过民

众自发主导、文化部门协助支持，坚持数年的

“一节一办”，其影响力持续不衰。

传统技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

传承范围广，传承人群庞大，以企业、村屯等

为载体传承，存续状况较好。如瑶族服饰、瑶

族铜鼓打磨等，依托企业生产、市场运作，实

现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内生动力充足；自治区

级非遗项目白裤瑶打陀螺，作为竞技活动在瑶

族地区普遍存在，再经文化工作者挖掘整理提

升，兼具技巧性、观赏性，亦从日常娱乐变成

极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

在南丹县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白裤

瑶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名，占南丹县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00%；自治区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5 名，占南丹县自治区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36%；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4
名，占南丹县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7%。

（二） 南丹瑶族非遗保护传承所采取的措

施

保护机制方面，为保护南丹丰富的白裤瑶

民俗文化和挖掘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南丹县

在2017年7月印发了《南丹县瑶族白裤瑶文化

保护传承行动计划（2017-2019年）》，明确保

护项目和时间节点，全面覆盖以瑶族白裤瑶文

化保护为重点的基础工程、非遗项目及传承人

体系、节庆品牌工程、精品创作、文化“走出

去”战略、文化保护与人才培养等内容。

资金投入方面，南丹县在将铜鼓文化（河

池）生态保护区项目建设资金充分使用到位的

同时，地方配套资金投入逐年加大，主要用于

以白裤瑶为主要对象的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

传习场所完善与管理、开展普及教育培训、宣

传展示活动及白裤瑶年街、瑶年系列年度民俗

节庆活动等，累计投入 383 万元，完善各类传

习场馆 18 处，其中白裤瑶文化传习场馆占 7
处，均按照有场地、有图文介绍、有传承人、

有影像设备、有展示人员、有学艺群体、有活

动制度的标准进行打造。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

馆作为展示白裤瑶文化的核心场馆之一，构成

了传播白裤瑶文化的集中展示窗口，对保护传

承白裤瑶文化起到了长期的辐射带动作用，是

当地一个功能性较为强大的白裤瑶文化保护平

台。

社会氛围营造方面，在政府及文化部门的

助推下，白裤瑶民间关于本民族文化的学术探

讨十分活跃，自发成立有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

促进协会，不定期举办白裤瑶“威要”组织研

讨会和歌师交流会 （2018 年）、白裤瑶铜鼓文

化交流研讨会 （2019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线上活动暨白裤瑶民俗文化展示 （2020
年）等公益性活动，参与撰写了《白裤瑶历史

与文化》《瑶山雨露》《醉美瑶山》《乡土教材·
白裤瑶民族文化读本——我们的服饰技艺》等

学术资料。“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联合“乡

村之眼”成功申报的 “白裤瑶引路歌”史诗项

目。

推广普及方面，南丹县以持续打造非遗进

校园“名片”亮点作为抓手，将民族文化社会

培训的关口前移。以瑶族服饰、铜鼓舞（南丹

勤泽格拉）等为代表的白裤瑶文化进校园活动

已成常态。王尚小学、怀里小学、干河小学及

八圩乡八圩中学、瑶寨小学等学校，每周都开

设民俗传统文化和技艺传承班，邀请传承人讲

授民族传统文化，传授瑶族服饰制作技艺，开

展敲铜鼓、打皮鼓、打陀螺、跳铜鼓舞、吹牛

角、板鞋舞等学习活动。八圩中学和王尚小学

根据民族文化进校园实际，编写乡土教材，根

据教材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目前铜鼓舞（南

丹勤泽格拉）已经在王尚小学全面推开，学校

课间活动都跳铜鼓舞 （南丹勤泽格拉），同时

每周校外活动都开展白裤瑶打陀螺、白裤瑶刺

绣技艺等传承活动，该校已经成为南丹白裤瑶

文化进校园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并于 2016 年

11月列入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基地。非遗进校园活动不但没有影响到王尚小

学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还能有效降低学校少

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此外，县内的白裤瑶群

众铜鼓风情展演队，也多次参加中国-东盟博

览会、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广西“壮族三月

三”活动等进行展示，以独特的白裤瑶文化持

续引发高度关注。

二、南丹县“非遗+旅游”融合发展现状

（一）注重生产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

1.非遗保护传承转向产业化、市场化。南

丹县针对白裤瑶技艺类非遗项目特点，依托传

承基地和传习示范户，发展传统手工产品，实

现传统手工技艺生产性保护。通过资金补助的

方式扶持建设了黎凤珍、何金秀、谭秀仙、马

丹麒等一批瑶族服饰生产性保护示范户，利用

精准扶贫的有利契机，建立起了瑶族服饰扶贫

生产车间，带动在家的瑶族妇女参与制作瑶族

服饰从而获得收入，大大激励了当地瑶族妇女

学习及运用瑶族服饰制作技艺的积极性，瑶族

服饰制作技艺得以活态流传。

2.挖掘人才，壮大民族文化传承队伍。通

过培训等方式，结合旅游开发，建立一支千家

瑶寨朵努风情展演队。目前，共有38名旅游合

作社社员，以服务瑶望天下景区为主，以白裤

瑶文化的独特性和品位性、观赏性融于旅游业

发展中，让白裤瑶文化成为旅游业的主要资

源，让各地游客体验不一样的白裤瑶民俗风

情，既能娱乐又能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白裤瑶文化的传承，助推旅游经济发展。

3.主动学习，不断发展瑶族文化。在保护

与传承瑶族铜鼓文化的过程中，为取长补短，

深入了解和弘扬瑶族铜鼓文化，组织人员到河

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考察，学习环江的先进

经验，走进铜鼓生产基地，开展合作及学习铜

鼓调音技巧，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在南丹里湖

乡、八圩瑶族乡已有 5 个定点铜鼓调音处，不

断扩大了铜鼓文化开发规模。

4.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白裤瑶文化

研究所铜鼓文化队伍不但经常性深入群众中去

引导群众学习敲鼓，学习交流，还在里湖、八

圩等白裤瑶聚居地各小学开展铜鼓文化进校园

活动，组织小学生学习敲打白裤瑶铜鼓音乐、

节奏技巧，在学习的同时，让学生了解铜鼓文

化的意义，激发学生对铜鼓文化的兴趣感与自

豪感，实现铜鼓文化的传承。

5.政府引领，推进民族文化平台建设。投

入资金63万元，在里湖瑶族乡王尚易地安置点

朵努社区启动南丹县里湖千家瑶寨民族工艺扶

贫工程-铜鼓工艺扶贫车间和瑶族服饰工坊，

包括染坊、织绣坊、铜鼓坊、铜鼓广场及铜鼓

长廊等，对有效利用、开发铜鼓文化，保护、

传承铜鼓文化打下扎实的基础，实现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深度融合的良好局

面，为打造文化繁荣、旅游振兴、经济富强提

供强有力保障。

（二）营造旅游非遗生态

1.打造白裤瑶民俗节庆品牌，以节庆活动

为旅游营声造势。南丹独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

动有元宵节前后的白裤瑶赶年街、农历七月白

裤瑶小年。以民间自发组织、政府（企业、文

化部门） 支持 （经费、业务指导） 为基本模

式，两大民俗节庆活动在里湖、八圩两个瑶族

乡举办，规模盛大、特色显著，不仅吸引了本

地及周边人员参与，众多游客、媒体更是慕名

而来，相关企业也会适时提前发布信息、组织

旅游团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参观体验，使得非遗

在活态保护传承中为旅游事业增色。

2.非遗与景区静态展示、动态展演体验融

合发展。南丹目前与非遗结合的三大旅游区

块，其中一块即以白裤瑶文化为核心打造的歌

娅思谷景区，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突出融入

当地的民族非遗进行美化装饰，如歌娅思谷景

区沿线的服饰文化、铜鼓文化、农耕文化、婚

恋文化等装饰物、壁画、民族建筑风格的设施

外观等，均很好烘托出了当地民族文化旅游氛

围。每一年的白裤瑶赶年街、小年等节日，当

地景区都会邀请游客与当地居民共度节日，不

仅增强了游客的切身感受，更进一步拉动了体

验式旅游消费。景区组织当地居民成立瑶族风

情展演队，日常向游客展示铜鼓、迎宾、长席

宴等别有特色的民俗文化。景区范围内也相对

应设立有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瑶族服饰传

承基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展示中心等非

遗保护平台。

3.充分开发利用非遗，达成物质与体验旅

游消费相结合，促进群众增收。南丹以生产性

保护传承基地、生产性保护示范户、企业为依

托，指导培训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带动，组织广

大贫困户参与到瑶族服饰和其他技艺类产品的

制作、租借、售卖以及民族元素挂饰、日常用

品的生产经营当中，不仅能够服务于本地旅游

景区的需求，同时借助微店等互联网形式进行

自我营销推广，进一步扩大销路，为群众增

收，同时带动旅游信息的传递。

三、旅游发展带动下南丹瑶族文化所带来

的新现象和新思考

（一）服饰文化

随着县域旅游发展与群众收入的不断提

高，除了本民族对瑶族服饰的需求量日益增

加，同时吸引了外来消费需求，南丹瑶族服饰

出现了市场化趋势，服饰原料、半成品、成

衣、相关刺绣工艺品出现了圩日摆摊贩卖的形

式，原料生产及制作加工也出现了批量化、分

工式生产形式，并且通过当下快捷的邮寄方式

向外地客户输送、创造收入。南丹县党委、政

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开展保护传

承工作，一方面积极组织专业人员申报国家级

非遗项目的专项保护资金等各类支持，开展各

类瑶族服饰宣传展示活动，使得服饰文化为当

地旅游文化增色，保障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发

扬，提升瑶族新生代群体对本民族服饰文化的

审美认同、自信心与自豪感；一方面发挥好瑶

族服饰保护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给予代

表性传承人、服饰制作领头人政策、资金扶

持，增强其社会荣誉感，从而带动瑶族妇女进

行瑶族服饰日常展示、包工制作，促成当地瑶

族贫困群众实现技能转化增收。

1.依托瑶族服饰保护平台，探索实现公司

化模式运作，开拓瑶族服饰多样化市场，带

动群众增收。此种表现形式以南丹县绣玉工

艺公司和南丹县桂俪工艺坊等商业机构为代

表，主要从事瑶族服饰批量化成衣制作、租

赁、瑶族服饰周边产品设计开发等，所需原

料均系向当地瑶族群众采购，并委托瑶族妇

女代工制作。

2.瑶族服饰在瑶族群众当中实现市场化、

工坊化运作，促成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瑶族服

饰不仅构成日常穿戴主体，更可依托旅游直接

转化为市场经济价值。每逢新历 3、6、9 圩

日，在南丹县城、里湖瑶族乡、八圩瑶族乡等

圩场，都会固定出现专门摆卖瑶族服饰的摊点

或者零散挑户，销售包括白色棉土布、蓝靛

布、蚕丝绣花线、蓝靛膏、树汁粘膏（画图所

用、类似画蜡）、珠花饰品配件、腰带、绑

腿、便装及盛装成衣等，交易十分活跃，交易

主体主要是当地瑶族群众，据粗略统计，每个

固定摊位每个圩日的交易额约在800-3000元不

等，而摊主们销售的服饰类产品除去自身生

产，还向周边群众进行采购或者委托亲戚、乡

亲进行代工制作，带动了妇女就业增收。此种

表现形式以分布位于里湖乡怀里村何金秀家、

八圩乡瑶寨村黎凤珍家的两个瑶族服饰生产性

保护示范户为主要代表。

里湖乡怀里村的瑶族妇女何金秀，是瑶族

服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瑶族服饰

的制作与销售，年产盛装 5-6 套，每套市场价

值 1.1 万-1.3 万元。凭借过人的技艺和名气，

其服饰产品借由网络及物流，不仅为广西区内

外各大博物馆收藏，市场更远达北京、重庆等

地，销售紧俏，为了完成订单，她委托女性亲

戚、同村人共计14人进行代工制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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