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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达斡尔族是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之一，其主要分

布在内蒙和哈尔滨地区。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其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达斡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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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融入到文旅产业的发展中，能够有效提升地方旅

游的特色，并使达斡尔族的文化成为地方旅游的名片，

且能够有效促进达斡尔族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传承和发扬。

然而，达斡尔族却面临着语言文化濒临失传的危机，因

此要想发挥其文旅价值，就要注重对其语言文化艺术的

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的全面开展。

一、达斡尔族概况介绍

达斡尔族作为我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其主要分

布于内蒙和黑龙江地区，少数分布于新疆地区。达斡尔

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自明朝时期开始，对其才有详细的

文字记载。明朝初年，达斡尔族迁居至黑龙江地区，并

在这一地区发展壮大。到了清朝，因为和俄国出现边疆

战事，达斡尔族在清政府的调遣下参与了戍边的任务。

达斡尔族最初使用的是契丹文字，至今已经失传，现今

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文字，不过大多数达斡尔族人都已

通晓蒙古语和汉语 [1]。自古以来，达斡尔族在抵抗外族

侵略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萨满教始终是达斡尔族的主

流宗教信仰，反映了达斡尔族人对自然的崇拜。同时，

萨满教也是达斡尔族人文化和艺术特征的重要构成因素。

二、“乌钦”的介绍

“乌钦”，也被称为“乌春”，是达斡尔民族一种传

统的而说唱艺术，其主要形成于达斡尔族人长期渔猎生

活中对生活内容的歌颂。“乌钦”主要结构以四行诗为

主，且较为讲究头脚的押韵和句式的对称，具有严谨的

论文旅融合背景下达斡尔族“乌钦”的保护、
传承与开发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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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习俗和文化，而这多元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

了华夏文明。近些年来，随着文旅产业的不断发展，文化旅游成为旅游业的一个主流发展方向。因此，在文旅产业

中，注重对民族文化的开发，不但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因此，本文以达斡尔族文化中的“乌钦”为例，对于其如何在文旅融合中实现有效的传承和

开展展开策略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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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结构，且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
[2]。在 2006 年的时候，“乌钦”被列为了我国第一批国家

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其在我国文化体系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比如，其代表作有《酒歌》，《赴甘珠尔

庙会》，《祭祀歌》等。这些“乌钦”客观而真实地体现

了达斡尔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

值。同时，达斡尔族人也喜欢围着篝火跳舞。因此，其

在歌唱“乌钦”的同时，也会集体跳舞，这就更进一步

地体现出了“乌钦”的艺术价值。注重对“乌钦”艺术

价值的挖掘和传承，不但能够保持达斡尔民族精神的永

存，而且将其融入文旅产业中也能够有效增加当地的经

济收入，从而改善达斡尔族人民的生活。

三、“乌钦”文化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一）“乌钦”的传承者数量越发减少

通过对达斡尔族人民的走访调查可以发现，现阶段

达斡尔族人民中从事“乌钦”延长的人员越来越少，许

多达斡尔族人都不会唱“乌钦”。同时，“乌钦”作为一

种小众文化意识形式，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这就导致

“乌钦”演出的机会较少，且对其文化传承投入的资金

也就相对匮乏，从而逐渐使其淡出人们的实现，面临着

文化传承即将断档的风险。

（二）缺乏有效的语言传承基础

达斡尔族古代使用的是契丹文字，而发展至今其已

经成为一种只有声音没有文字的语言。同时，随着普通

话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许多达斡尔族人民在语言上更

加倾向于使用普通话，尤其是年轻人甚至已经不会说达

斡尔族的语言，这就导致“乌钦”文化在达斡尔族中

的传承缺乏有效的语言基础，而缺少了必要的语言环

境之后，“乌钦”的传承则更加困难，面临着濒临灭绝

的危机。

三、文旅融合背景之下开展对“乌钦”保护、传承

与开发的有效策略

（一）保护策略

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技术的不断革

新，“乌钦”作为一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其发展空间越

发狭小，存在着日益严重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危机。因此，

要想将“乌钦”融入到文旅产业之中，首先要做到对

“乌钦”的保护。具体来说，文化部门可以发挥自身的

主导作用，联合政府各部门加强对“乌钦”文化保护专

项资金的投入，以为开展保护工作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3]。在获得资金保障之后，可以组织专门的文化保护团

队深入到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对其“乌钦”的文本进行

搜集，并进行归档和整理，尽最大程度的努力保证民间

流传的“乌钦”文本篇目能够得到有利保护，并能通过

搜集到的篇目对“乌钦”的文化内容进行还原，从而最

大程度上促进“乌钦”文化的还原和保护。在收集“乌

钦”文本篇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政策性优惠的方

式，如资金补偿来发动当地民众积极配合文化保护部门

将自家的乌钦文本进行捐赠。通过对达斡尔语相关文本

进行搜集整理之后，我国民族文化工作者制作出了《达

斡尔语有声词典》，其中收录了一万多个主词条，并采集

的是达斡尔族语的原声发音，为达斡尔语言学习和传承

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数字化保障。同时，在保护工作中，

可以融入信息技术，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开展对“乌

钦”的保护工作。信息技术不但能够将传统的“乌钦”

文字内容进行收录，而且能够通过具象化的方式将“乌

钦”歌曲的内容进行录制并保存，从而使得“乌钦”文

化的内容能够得到生动的保护和传承。在进行“乌钦”

数字化录制的过程中，还可以对其进行国际音标的标注，

以降低对达斡尔语言学习的难度，为达斡尔语言在新时

代的保护和传承奠定良好基础。文化保护工作者要深入

到达斡尔族人民之中，通过跟踪记录达斡尔族人民日常

生活的方式加强对达斡尔族人民的了解，并从生活实践

的角度对“乌钦”文化在达斡尔族人民生活中的实践形

式和重要价值进行记录和保存，从而使这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转变成数字形式得以保存，从而提升对其保护的效

果。在达斡尔语保护方面，黑龙江省的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在全国首创研发出了“北方少数

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的数字化平台，其不但将达斡尔

族的语言收录其中，还将北方其他几种濒危的少数民族

语言都收入其中，使其能够作为世界文化语言的一部分

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实现永久的保护和传承。这种文化保

护的方式值得各个文旅产业和文化事业单位积极借鉴并

采纳。

（二）传承策略

开展对达斡尔族文化的保护工作只是完成了文旅融

合的第一步，在保护的基础上要对达斡尔族的文化进行

传承。如果光保护，不传承，那么终有一日达斡尔族的

文化便会成为博物馆中的一种已经逝去了的文化，仅能

供人参观，而不能发挥出其独有的艺术价值。首先，地

方教育部门要加强对达斡尔族本民族文化的教育引领工

作。在达斡尔族地方学校的教学工作中，除了要满足国

家教育部的育人需求，还要开设专门的特色课程，让达

斡尔族的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学习，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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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的文化在年轻人中能够重新拥有广泛的人才基

础和语言基础。在对达斡尔族文化进行教学的过程中，

学校可以通过定期组织文艺汇演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

“乌钦”的表演，以为达斡尔族文化在新生代的传承培

养充足的人才队伍 [4]。其次，要想进一步实现达斡尔族

文化的传承，就要使其能够与现代文化保持良好的衔接

能力。地方政府可以积极组织和培养“乌钦”的创作团

队，使“乌钦”能够与现代流行文化进行有效的融合，

并通过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化的生活内

容，从而赋予“乌钦”新的时代价值，并为其在当代社

会的传承注入活力的元素，从而提升人们对其的接受度。

同时，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也要注重对“乌钦”创作

和表演人才的培养，为“乌钦”文化创作和表演提供源

源不绝的人才保障。最后，随着新媒体成为取代传统媒

体的主流新闻信息传播方式，“乌钦”的传承也可以充

分利用新媒体的时代优势，使“乌钦”能够搭上时代的

快车，强化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文化领域内的传承
[5]。文旅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不断推

送“乌钦”为主体的达斡尔族文旅内容，使人们产生对

这一文化的兴趣，并愿意来到该地区体验这一文化，从

而为达斡尔族文化在全国的传承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另外，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不断上传“乌钦”短视频

的方式，以提升其在时尚文化中的影响力。这种文化传

承方式不但能够促进以达斡尔族文化为主打的文旅产业

的发展，而且能够使更多的达斡尔族人民自愿加入到对

“乌钦”的创作和传承之中，提升达斡尔族文化在新时

期的生命力。

（三）开发策略

通过对达斡尔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开展，能

够使文旅产业在运用达斡尔族文化进行旅游产业的打造

提供良好的基础。在以达斡尔族文化为主导的文旅产业

开发过程中，首先可以通过建设达斡尔族民俗村的方式

来为“乌钦”溯源。民俗村的建立能够集中体现出民族

的凝聚力和文化内容，并且能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

有效的平台，并能带动当地人民实现“乌钦”文化传承

的同时，也能共同致富 [6]。比如，位于内蒙古的腾克达

斡尔民俗村，其不但拥有完善的特色民俗和基础设施配

备，能够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体验，而且其还修建了

达斡尔民俗陈列馆和非物质文化产业中心，促进了达斡

尔文化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得以传承的目的。而在

民俗村中，“乌钦”的表演更是让络绎不绝的游客能够深

刻体会到达斡尔族文化的魅力，这同时也促使达斡尔族

的年轻人能够更加注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加入到对

达斡尔族文化表演传承的工作之中。其次，文化部门还

要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建立相关的文化展馆。以位于内

蒙古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民族博物馆为例，其

占地逾 6000 平方米，拥有一千四百多件藏品，这些藏品

包括手工艺品，雕塑，服饰，生活场景的虚拟还原等内

容，主要反映了达斡尔族的生活、生产以及文化艺术和

民族发展历史过程，成为达斡尔族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

重要渠道，同时也成为人们在文化旅游过程中的一个必

经打卡地。最后，要想进一步实现“乌钦”文化在全国

范围内的开发，政府要发挥自身的主要作用，引导达斡

尔族人民将“乌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社会

思想进行融合，并组建表演和创作团队进行巡回演出，

从而使党的思想能够为达斡尔文化赋能，促进其在现代

文化中的发展生命力，同时这种演出也能进一步促进所

在地区的文化繁荣特性，提升其旅游价值。

结束语

加强对达斡尔族文化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达斡尔族

人民聚集地文旅产业的发展，突出当地文旅的特色，从

而促进当地经济收入的增加。而经济收入的提升能够为

改善当地达斡尔族人民生活水平，投入更多自己用以保

护和传承达斡尔族文化提供有力保障。通过本文所提出

的相关策略，期望能够为开展“乌钦”文化的传承、保

护和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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