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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民族众多,我国的民族文化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不同民族有各自文化基础,同时也

有自己的发展目标。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区别,多民族共存发展可以有效起到互相牵制以及互相合

作的作用。如果想要对人类文化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往往会发现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其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阔,既与我

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其有一定的距离。我国不仅少数民族众多,国土面积也非常广阔,少数民族的分布相对分散,

因此,我国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民族由于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以及理解程度也在很大的区别。本文尝

试对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进行了探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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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少数民族,主

要是针对汉族而言的,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民族文化,

并且我国的少数民族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对我国社会的整体

发展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发展过程

中逐渐产生的一种心灵寄托,同时,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高

度结晶体现。此外,现阶段我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情况往

往也存在较大的区别,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随着我国长城市化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

少数民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因

此,如何缩小各民族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成为了现

阶段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 

1 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考 

由于我国的文化现象众多,想要对其进行分析只能是先

应用概括的方式对我国的文化现象进行阐述,文化现象是人

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接触以及相互理解之后所产生的

一种复杂情感,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意志与周围环境相结合的

产物,其中既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包括一些离我

们日常生活较为遥远的事物,都可以将其统一看做是文化的

体现。 

在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文化的就根

本是精神要素,是精神要素的存在催生了文化的诞生、发展

以及诸多文化成就的产生。同时,对于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

而言,可以主要将其分为科学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以

及论地道的文化等几个方面,无论是哪一个文化方面都有自

己的文化范畴,其核心都是由精神要素支撑的[1]。此外,语言

要素以及符号要素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文化

的发展体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文化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是

相互见证的关系,历史见证了文化的诞生、发展及成就,反之,

种种文化的诞生、发展以及在不同历史背景与历史契机之下

获得相应的成就又体现了历史大背景的变迁,起到了铭刻历

史瞬间的作用[2]。通常情况下,语言要素及符号要素所指的

范围往往过于宽泛,语言和符号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并产生行

为的重要指导及实行条件,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够使人

们的生活由静态转向为动态,由已知的现实生活转向未知

的、所向往的生活,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也使得文

化得到了丰富与传承,这既是产生文化的前提也是丰富文化

的必要条件,一种文化从诞生到获得重要成就或者完全消亡,

这整个过程都始终贯穿着语言要素与符号要素[3]。 后是社

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要素。对于一种文化而言,无论是传统的

民族文化还是现阶段的流行文化,社会关系都是文化发展过

程中的必要条件,即是文化产生的条件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

条件,一种文化形式往往要依靠多种社会关系进行传播。而

社会关系的运行实质往往是以人文精神作为基础,社会关系

的运行与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状态,

社会关系的发展往往具备一定的规范性,之所以会存在规范

性主要是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我国各种

社会关系起到了很大的规范与强化作用[4]。 

我们可以尝试将文化的作用大致分为两个方面。首先,

文化的存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加和谐、融洽的生存及发展条件,

每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社会关系,都是以独立的精神个体存

在于社会当中,任何人不能替他思考,同时任何人的思想也

不能代替他自身独特的思想；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

关系的变化,文化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了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人们用智慧

及情感使得文化现象诞生于世,同时当这种文化现象发展到

一定程度之后势必又会反过来牵制人们的头脑和行动,这是

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阶段。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民族文化的

诞生往往是具有契机的,通常会由于某一个历史契机的作用,

导致具有区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出现[5]。例如,我

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现阶段也已经融入到了我国汉文化当

中,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归属感也是非常关键

的,人们在精神层面的交织以及碰撞势必会对我国文化的整

体构成情况带来积极的影响。 

如果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下定义,可以将看做是人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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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形态特质,其主要是由历史契机作为背景诞生的,同

时也是以历史作为介质进行传播的,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形

成了现阶段的有机体系。在现阶段中国的大环境当中,人们

的传统文化意识正在逐渐提升,如何将“传统”以及“文化”

进行结合已经成为了现阶段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在当代中国

的大环境当中,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并且整体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

直接认为是“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粹也被认为是

“中国特色主义”,同时,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也依然在坚守着

自己的民族特色文化,这有利于我国文化体系的多元发展[6]。 

2 关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思考 

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来看,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之下,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与

我国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有直接关系。但是从西部地区的现

状来看,需要对其进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国家财政力量

相对有限,因此,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扶

持,导致其综合经济水平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从现阶段我

国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经济水平与当地人民的综

合受教育水平有直接关系,这是阻挡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

因素[7]。同时还有一部分山区交通非常不便利,这也就导致

其与外界练习较为困难,并且农耕活动的展开也并不顺利,

这也是制约当地经济整体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考虑将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进行

结合,势必会使少数民族的经济水平得到一定改善,与汉族

文化相比较,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根据多样性,并且文化特色

性更加明显,因此,在进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操作的时

候,将其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实质性问题

进行连接,可以将文化当做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可以使其

成为当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文化保护工作在

展开的过程中本民族的人民应该积极参与到其中,这对提升

民族自身的经济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也应该对少数

民族文化保护以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给予一定的支持,主要

包括政策支持和技术上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少数民族的整体

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3 结束语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同时,少数民族

的经济发展状态相互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

部分少数民族以及地区的综合经济水平较为落后,这不利于

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我国各项战略目标

的实现。因此,面对少数民族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困境,政府方

面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同时各民族人民也应该意识到全面

发展的重要性,应该注重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传统文化的发展对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有

一定积极意义的。之所以在这里提升民族传统文化与少数民

族经济发展的相关论点以及思考,是为了可以使我国富强、

民族团结,也希望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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