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 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O ctober , 2004

　第 40卷　第 4期 JOU RN AL O F GU AN GX I NO RM AL UN IV ERSITY V o l. 40　 N o. 4

[收稿日期 ] 2004-06-10

[基金项目 ]广西新世纪教改工程 A类项目: “中文学科为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服务的途径和模式”

[作者简介 ]陈　静 ( 1981- ) ,女 ,甘肃天水人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刘　萍 ( 1979- ) ,女 ,广西桂林人 ,广西师范大

学硕士研究生。

“走进”与“走出”的境遇
——全球化趋势下的黑衣壮文化保护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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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 中文系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 ,传统的黑衣壮文化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严重冲击 ,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

变 ,许多传统文化形式面临着失传的命运。 如何在发展中实现保护 ,在保护中进行开发 ,成为了黑衣壮人、研

究者、政府以及商业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黑衣壮文化保护与开发的理论建构上 ,研究者们在实地调查的

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认为:文化需要在活的历史潮流中取得发展。 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文化发展的基础

和源泉 ,任何脱离传统的文化发展都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难以有长久生命力。 因此 ,黑衣壮文化须以开

发为途径 ,以保护为目的 ,以培养黑衣壮本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为根本 ,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 ,群策群力 ,共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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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衣壮是我国壮族的一支 ,主要居住在广西边

陲那坡县。其地理环境多为大山环绕的石山区 ,石漠

化严重 ,植被稀薄 ,自然生存环境恶劣 ,多以牛耕农

业为主。经济形态的落后和大山阻隔带来的交通闭

塞 ,使得黑衣壮的文化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传统形态。

无论是在语言、服饰、建筑还是在生产方式、生活习

俗等方面 ,黑衣壮与其他壮族族群有着共同之处 ,但

又有着其独特的地方。

“黑衣壮”这个名称是研究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为

了区别于其他壮族而以这个民族喜穿黑衣命名的。

黑衣壮对于穿黑衣的由来亦有着美丽的传说。[1 ]然

而 ,更多的人们知道黑衣壮 ,是从 2001年南宁民歌

节上由黄秋燕领唱的黑衣壮山歌开始的 ,黑衣壮山

歌简单悠扬、朴实直拗的风格一下子征服了万千观

众 ,黑衣壮也因此走进了许多人的视野。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 ,特别是小族群的少数民族

文化 ,黑衣壮文化在历史上就受到了包括汉文化在

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在近几年来 ,由于

现代传媒手段的普及 ,电视和 V CD、歌碟等也进入

了黑衣壮的村落。 现代文明尤其是以西方文明为特

征的现代文化对黑衣壮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无

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道德、伦理、生活习俗等方

面 ,黑衣壮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文明的进程中 ,

许多传统文化形式正面临着失传的命运。 如何在现

代文明的张力之下保护传统黑衣壮文化的特质 ,弘

扬其文化 ,又能使其在现代性中不致于被疏离 ,从而

真正参与现代性进程 ,使其民族文化能够一直持续、

传承下去 ,成为了广大文化研究者和人类学家共同

关注的课题。同时 ,如何利用文化的发展带动黑衣壮

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了

那坡县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 一些有着敏锐眼光的

企业家也看到了全球化趋势下民族文化的巨大潜

力 ,试图以黑衣壮文化为经济开发的核心 ,开发出一

系列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又能满足市场消费的商

品 ,创造新的文化经济效益增长点。一时间黑衣壮文

化成为众多瞩目的焦点。可是 ,无论是“走进”大山进

行研究的研究者 ,还是力图“走出”小社会面向大世

界的政府或开发商 ,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传统文化

与现代经济的契合点究竟在哪里? 在商业开发中如

何既能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能满足现代市场需

要 ,并且能首先保证当地群众的生活基本需要和发

展? 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针对以上问题 ,上述

三方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并希望能联合三方面的力

量 ,共同致力于黑衣壮文化的现代保护与开发。

追寻黑衣壮文化之根—— “走进”大山的
黑衣壮文化研究

　　学者们对于黑衣壮文化的关注是最早的。早在

1997年就有广西学者关注黑衣壮族群的文化研究 ,

并以此为课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工作 ,完成

了第一本关于黑衣壮文化的系统研究著作—— 《黑

衣壮的人类学考察》。 [2 ]此后陆续有学者及文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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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黑衣壮的山歌、建筑、服饰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

调研工作 ,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相关的学术论文 ,推

出了经过改编的黑衣壮山歌和摄影作品 ,以及大量

的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3]然而 ,对于黑衣壮文化

的深层文化本质内涵和审美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却一

直是空白。广西师范大学 (以下简称“广西师大” )中

文系是国家文科基地 ,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广西本

土文化的研究 ,从 2002年到 2004年 ,共组织了包括

广西师大中文系、音乐系师生 ,广西文艺理论家协

会、广西文联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在内的考察团先后

三次考察了那坡县黑衣壮村屯 ,与当地农民吃住在

一起 ,参加当地的民间活动 ,对黑衣壮山歌、宗教、审

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 这些考察

与其他考察的不同之处在于 ,广西师大中文系将黑

衣壮文化的研究纳入了自身审美人类学学科的建设

之中 ,将其作为广西师大中文系的学科重点来建设 ,

组织学者进行长期研究。同时 ,广西师大中文系还将

其作为自治区教育厅教学改革重点建设项目“中文

学科为民族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的途径和模式

研究”的考察内容之一 ,力图以中文系这样一个传统

的文科学科为基点 ,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探讨新的途径和模式 ,为黑衣

壮的文化研究和现代发展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在

过去的 3年间 ,广西师大中文系的考察组成员不仅

写出、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 ,同时还发表了文学作

品 ,将黑衣壮文化的研究纳入了教学内容之中 ,并在

那坡县弄文屯和那坡县委宣传部建立了审美人类学

工作站 ,与黑衣壮族群、那坡县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互

动关系 ,一方面就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与那坡县政

府进行交流 ,对黑衣壮的开发献计献策 ,另一方面利

用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单位的特点和优势 ,发掘当地

黑衣壮人才 ,有计划地进行培养深造 ,使得黑衣壮文

化研究后继有人。

有关学者及文艺工作者不仅挖掘了黑衣壮文化

的内涵 ,提升了其文化的理论内涵 ,扩大了黑衣壮文

化的影响面 ,同时还以自身的努力体现了学术研究

对于黑衣壮文化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为黑衣壮文化

的保护和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就研究工作而言 ,黑衣壮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

内涵和深刻的学术理论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传

统的少数民族文化 ,黑衣壮文化保留了很多对现代

文明有益的因子。 它的山歌、舞蹈、建筑、服饰、生活

习俗等不仅仅是一种“活化石” ,同时 ,其内在的审美

机制和内涵 ,纯朴的情感、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等 ,

都将会对现代文明中的“道德滑坡”以及人与人之间

情感淡漠等问题产生有益的影响 ;而且也符合了目

前普遍存在的“乡愁”心理 ,应和了人们对失落的精

神家园的呼唤和寻找 ,成为现代性中远离精神家园

的人们的心灵慰藉。这种文化寻根是人们千百年来

不曾失落的梦 ,尤其在现代工业文明愈加昌明的今

天 ,精神与物质之间裂痕的加深造成了人们内心的

一种缺失 ,只有发挥文化的作用 ,唤醒人们对艺术、

对美的重新追求和热爱 ,才能拯救、净化人们的心

灵 ,重建美好、和谐的精神家园。

正如广西师大中文系王杰教授在对黑衣壮进行

两次考察之后所提出的: 黑衣壮文化必须予以尽快

保护。同时在保护中必须发挥政府和商业市场的力

量 ,以学术研究为先导进行开发。他认为没有一种文

化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自我封闭 ,任何文化都必须

对全球化做出应有的回应。文化的发展必须靠本民

族意识的提高 ,也必须依靠外在力量的帮助 ,但是不

能养成依赖心理。政府必须对文化发展施以积极方

针加以扶持和发展 ,培养族群自我发展的造血功能 ,

建立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打造文化品牌 实践“三个代表”—— 那坡县

政府对于黑衣壮发展的措施

　　 2001年以来 ,那坡县委、县政府在宣传、打造黑

衣壮文化品牌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除了在本地制

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对黑衣壮原生态文化予以切实保

护外 ,还积极向外拓展 ,以各种媒介宣传黑衣壮文

化 ,提高其品牌知名度。如扩建完善那坡县黑衣壮合

唱团 ,开展黑衣壮民俗摄影活动 ,举办黑衣壮服饰

展 ,打造壮族“尼的呀”音乐品牌 ,拍摄电视专题片 ,

协助区内外的记者、专家的采访工作 ,等等。 从效果

来看 ,这些工作都起到了宣传黑衣壮文化品牌 ,提高

品牌知名度的作用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熟悉

黑衣壮文化 ,不仅在广西区内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 ,

也将黑衣壮文化推向了世界舞台。

从 2004年到 2006年 ,那坡县计划做好以下工

作:完善黑衣壮风情山寨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达文屯

建立黑衣壮生态博物馆做好前期准备 ,组织田野考

查团对县内黑衣壮进行调查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

举办“黑衣壮文化遗产展览”等活动 ,申报加入世界

文化遗产。由于资金问题 ,有些工作也出现了困难。

比如黑衣壮合唱团就因为资金不足而困难重重。 在

考察中 ,有研究者也指出:由于没有研究的指导和对

市场的深入了解 ,吞力屯的旅游开发没有达到预期

的目标 ,经济投入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许多学者提

出必须加快黑衣壮文化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因为

传统文化的流失是非常快的 ,许多无形文化或以口

头传承的文化如果不尽快加以收集和整理 ,就会随

着掌握这些文化的老者的去世而永远地失传。

把握东盟博览会契机 ,开发黑衣壮文化产品

—— 黑衣壮文化开发商的努力

　　文化产业化是我国发展文化的主要趋势。但是

单依靠政府拨款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开发是远远

不够的。 必须面向社会 ,吸纳市场资本 ,将商业资本

与文化资本相整合 ,在传统的文化形式上扩大发展 ,

以商养艺 ,在保护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这不仅能满

足当地群众致富要求 ,而且能促进当地文化的保护

发展。

目前 ,有一些开发商对黑衣壮文化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 ,并已开始着手对黑衣壮文化进行商业开发。

据了解 ,黑衣壮文化开发商主要是以企业化形式进

行商业性运作和开发 ,借南宁举行东盟博览会的契

机 ,建立包括黑衣壮酒店、黑衣壮服装、食品、舞蹈、

美术等方面的开发项目。 他们的开发将采用具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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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壮特色的设计理念。

在全球化背景下 ,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必

然趋势 ,也必将是文化产业的立足基点。文化开发就

是要对某一文化独有的特质进行开发 ,黑衣壮文化

开发商以民族文化特色为主的开发理念是崭新的 ,

有着很强的可能性和操作性。

保护与开发—— 在求同存异中探讨出路

黑衣壮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 ,对于究

竟该如何保护和开发黑衣壮文化 ,各界人士仍然存

在争议。同时 ,随着商业资本的介入也带来了两个新

的问题:一是商业开发是否会对文化的传统带来损

害 ,是否会造成传统文化本质内涵的变质?二是商业

开发与当地群众的利益是否会造成冲突? 在广西师

大黑衣壮文化考察组考察结束后组织的讨论会上 ,

考察组成员也就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

同时对于黑衣壮文化的开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

(一 )文化开发是保护黑衣壮文化的必由之路。

王朝元教授认为文化的主体是人不是物 ,对于黑衣

壮文化不能采取冷冻保护的办法 ;可以保持文化的

风格要素 ,但是需要改善居住条件。他认为黑衣壮文

化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开发 ,不能完全变成旅游

点 ,需要辩证地看问题。黎东明副教授则强调了旅游

开发对于黑衣壮文化开发的重要性。 对于黑衣壮文

化的开发前景 ,也有人提出了疑问 ,薛墨同学就有没

有必要把那坡黑衣壮首先作为一个旅游开发项目提

出了疑问 ,他认为黑衣壮文化在现代化的大环境下

是没有抵抗力的 ,传统文化必然要走向消亡 ,那么现

在的开发是否具有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但大多数与

会者还是认为黑衣壮的现代保护和开发有着必要

性 ,也是可行的。 在具体开发的措施和手段上 ,大家

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强东红同学认为只能以发展经

济的方式来进行保护。 而通过文化旅游开发既能实

现发展经济又能保护文化的目的。可以利用大众渴

求这种新奇异质文化的心理 ,来发展黑衣壮的经济。

通过发展旅游 ,能使黑衣壮人从中受益 ,调动他们保

护自身文化的积极性 ,激发青少年一代传唱和学唱

民歌的热情 ,这实际上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同时还要注意在旅游发展中不能挫伤农民保护

自身文化的积极性。陈静同学则认为黑衣壮文化产

业化是必然之路 ,在具体开发的层面上 ,随着大众主

体的形成、审美的泛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符合

大众主体审美需要的大众文化是黑衣壮文化的发展

途径。 赵臻同学在黑衣壮文化开发的特色问题上提

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 ,这

就要求我们走一条民族化的道路。但是我们在走民

族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 ,不能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

价而谋取发展 ,必须厘清民族文化中什么东西是本

质的 ,什么东西是非本质的 ,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牺

牲的 ,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牺牲的。唯有对此有充分

的认识 ,才能谈黑衣壮文化的开发和保护 ,才能真正

走出一条民族化、也是世界化的道路来。朱常红同学

认为对黑衣壮文化应该采取部分保护而不是整体保

护 ,是一种有对象的保护 ,进行重点开发。广西师大

音乐系的何正荣老师则以音乐理论上的一句话“传

统是条河”来比喻传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 ,她建

议让当地的农民组成职业化表演队 ,和旅游密切地

结合起来 ,用山歌来产生经济效益。

(二 )文化的开发要以民族的自觉、民族文化的

保护为最终目的。一个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是一个

民族得以立足的内在动力。黑衣壮作为一个族群 ,在

传统的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意识在当代社会中受

到了挑战和冲击 ,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的保护

与发展非常需要本民族的新鲜血液 ,需要从族群的

内部进行自主创新。 外界力量在开发黑衣壮文化过

程中要重视培养黑衣壮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感和自

豪感。族群主体没有民族自豪感又如何谈保护? 此

观点获得了与会的许多人的赞同。傅培凯同学认为 ,

与有形的物质文化保护相比 ,作为无形的意识形态

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他强

调在对黑衣壮文化的开发保护过程中一定要把民族

文化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协调好 ,要让黑衣壮人切身

感受到:营办企业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从根本上说源

于他们独特的文化。最终让他们自觉推行“以文化养

文化”的文化保护发展战略。黄耀国同学则指出由于

现在的黑衣壮人的教育中都使用汉字、汉语 ,使用全

国通用的教材 ,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黑衣壮人中传

承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所以必须在他们的本民

族中大力推行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三 )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需要协调、调动各方

面的力量 ,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由于黑衣壮已经具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社会各界都表示了关注 ,但是由

于侧重点不同 ,存在着不能协调配合、共同致力于保

护开发的问题。这也成为在座各位讨论的话题之一。

陈健毛同学认为黑衣壮文化对于许多文化学、社会

学、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和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宝

藏 ,其文化研究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文化产业开

发公司和县政府可以主动与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 ,

扩大宣传 ,同时推销他们的文化产品和进行有偿服

务 ,这样既带动经济发展又让村民自觉地保护其原

生态的文化 ,较好地解决了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

广西师大音乐系副主任许燕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说明黑衣壮文化的改变和保留需要三种力量 ,即研

究者、政府和产业化的商业力量。要根据文化中的有

价值的部分进行宣传。同时面对黑衣壮青年对传统

文化的忽视问题 ,她建议在教育方面给予他们各方

面的帮助和支持 ,例如把山歌引进课堂 ,帮助他们培

养他们自己的各种人才 ,编辑出版有关黑衣壮文化

的普及读物 ,以及开展各种宣传黑衣壮文化的活动 ,

等等。

通过讨论 ,大家在黑衣壮文化保护与开发及传

统文化与现代传承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正如庞乃

耀老师所指出的: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可以统一的 ,

民族的东西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 ,文化的保护一定

要提取精华 ,取得共识。 应该看到 ,黑衣壮文化是具

有着鲜活生命力的文化 ,具有自身的包容性和创造

力 ,完全有能力将多种因素与变化融入自己的结构

体系当中 ,在现代社会的新形势下衍生出新的发展

78



契机。

王杰教授在总结此次讨论时指出:文化开发不

能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 ,但在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中 ,

把黑衣壮文化简单地封闭保存起来 ,是不符合当地

群众的心理和需要的 ,例如那坡县就有村民认为他

们自己的歌舞可以拿出去表演而赚钱养活自己。但

有人认为要坚持保存黑衣壮文化的“土” ,不能进行

商业开发 ,事实上不利于黑衣壮文化走向现代化、走

向丰富化。文化是会变的 ,但是变也有很多种可能

性 ,就像试验田一样 ,总会产生出优质的杂交品种。

文化就是要参与市场 ,因为市场就是要求打破原来

的机制 ,鼓励创新 ,促使产生一种新的机制适应社

会。黑衣壮文化必须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参与竞争 ,与

其他的文化共同发展 ,产生既有自己的特色又赢得

大众欢迎的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型文化。

王杰教授还认为在黑衣壮文化的产业化中有三

条途径可资借鉴:一是县里出资请写词写曲的艺术

家采风。但是这样有一个缺憾 ,就是参与采风的人员

不一定能得到黑衣壮文化的神韵 ,往往流于主流意

识形态 ,不能很好地将山歌原汁原味表现出来。这样

的作品政治色彩太浓 ,大多是将主流意识形态涂上

山歌色彩 ,既不能适应市场需要 ,也不符合人们的审

美需要、审美心理 ;二是鼓励县里的农民自己对本族

的山歌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像弄文屯一样把大家组

织起来进行文化表演。 希望县里能够在文化政策上

放开一些 ,使得黑衣壮自己的文化表演团队能够去

其他地区演出 ,在演出中不断发展 ,这是一条可能的

发展途径 ;三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提高和深度开

发。这种提纯后的作品可以凭借大众文化机制来运

作。众所周知 ,大众文化对于一个地方文化品牌的提

升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如果能够引起有关艺

术工作者的关注 ,对黑衣壮文化的开发是相当有益

的。 他呼吁广西的本土作家能够对本地的少数民族

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作家的创作和对少数民

族文化都有所裨益。

应该看到 ,黑衣壮文化作为中国众多少数民族

中的一个族群 ,既有独特之处 ,又有着与其他少数民

族共同的特点 ,在发展的进程中同样面临着“走进”

与“走出”的境遇。社会各界对于黑衣壮文化的保护

与开发之路的探索 ,可以具体地改变一个族群的面

貌和未来 ,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保护与开发 ,

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同时 ,我们

还应清醒地意识到 ,既然这种探索是一种尝试 ,那么

在其发展的道路上 ,必然会出现一些挫折和弯路 ,这

就需要我们以客观、公正的心态对待 ,既不能以瑕掩

瑜 ,全面地否定 ,也不能因为取得的一些成绩而全盘

地肯定。应大力呼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少数民

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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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T EC TION AND EX PLO ITA TION

O F T HE BLACK-CLO THES ZHU AN G CUL TU RE

UN DER THE N EW CIRCU M S TAN CES

CHEN Jing,　　 LIU Ping

( Depar tment of Chinese La ng uage a nd Liter ature , Guangx i No rma l Univ 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g ress o f the modern society , the t radi tio nal Black-Clothes Zhua ng culture has

undergo ne severe shock wi th the adv ent of the modern civi li zatio n. Chang es hav e ta ken place in various

aspects, and many form s of the cul ture hav e been lost. It has beco me a mat ter of g reat co ncer n for the

Black-Clothes Zhuang peo ple, researchers, the g overnment a nd business people to solv e the pro blem on

how to pro tect the cul ture in the course of ex ploi ta tion a nd how to ex ploi t it in the course of protectio n.

Thorough discussions hav e held by researchers on the basis of on-the-spot inv estig atio ns co ncerning the

theo retical f ramew ork o f ho w to pro tect and dev elo p the Black-Clo thes Zhuang culture. It has been

g enerally ag reed that culture shall dev elo p in the real historical t rend. The implied m ea ning o f t 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asis and source of cultural develo pment , and w ithout i t cultural dev elopment wil l be

im possible o r short-liv ed. In the preservation o f the Black-Clothes Zhuang culture, we should take

ex ploi tation as the channel, pro tection as the g oal, fostering the self-conscio usness of the Black-Clothes

Zhuang s as the foundatio n. And joint ef fo rts o f people f ro m a ll w alks of life are also v ery necessary.

Key Words: Black-Clo thes Zhuang; cul tural protectio n; ex ploi tation o f cul ture; na tional self-

conscio 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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