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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与人民的记忆，凝结着各民族共同的情感和精神，是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贵州省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传播的文化价值功能，通过构建非遗叙事场域、突出共享文化符号与打造恒常文化景观，从认

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打造了非遗研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空间，为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

了贵州实践。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进一步完善非遗研学的法律保障、发挥传统社区的自治作用并

充分调动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从而推动非遗研学高质量发展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的时代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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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Practical Pathway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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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rries the memories of history and the people, embodies the shared emotions

and spirits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serves as a vital resource for inheri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centered on

patriotism, promoting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enhancing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ffectively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a tangible way. Guizhou

Province has actively explored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reated a cultural space for th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levels by constructing a narrative field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ighlighting shared

cultural symbols, and shaping permanent cultural landscapes. This provides the Guizhou practice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As a practical pathway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ive

full play to the autonomy of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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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echoes the call of

the times in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he Stu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Identity；Guizhou Practice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

‘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

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

效”[1]。以大量“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意味着要多维度、多层次

地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身份认同和思想认同，

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价值引导，

更是一项文化实践”[2]。当前，在文旅融合和教育

改革的背景下，非遗研学逐渐成为学术界和社会

大众的关注热点。总体而言，自2019年以来，相

关研究开始呈现上升趋势。现有研究已从研学旅

行的内涵剖析、市场现状、发展困境以及推进策

略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学者们的

观点较为分散，特别是对于非遗研学的共同体价

值认识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而非遗研学

是将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

以及审美属性的中华文化基因无形地传递给青少

年群体的行为。这是进一步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其有形的载体、有感的方式、有效的成果助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文化实践。

一、非遗研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耦合性

非遗研学作为一种结合传统游学理念与现代

素质教育的新兴教育方式，其核心理念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这

种耦合性体现在非遗传承传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

要手段，是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

（一） 非遗研学的育人理念

“游学”二字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在

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游学概念的是先秦诸子百

家，古代游学标志性人物孔子扭转了当时“学在

官府”的传统，杏坛设教、带领众多弟子周游列

国、拜访名师、游说诸侯、研学求道，成为我国

游学第一人。以此为帜，研学旅行在我国发展数

千年。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修学旅行”

的教育观念，提倡教育应走出校园，格物致知，

通过切身感受、经历获取科学知识与探究能力，

开了近代修学旅行的先河。现代研学旅行正是在

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游学、格物致

知、知行合一等教育理念与人文精神，是新时期

提倡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同时也是文旅

融合发展的重要新兴业态。

非遗研学产生的基础在于二者兼具实践性与

教育性。“研学旅行和非遗传承虽然是两个相对独

立系统，但是内部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

文化传承与文化育人方面可以构建一个双向的耦

合体系”[3]。通过非遗研学活动，研学者亲身体验

传统手工艺、民俗表演、节庆习俗等富含深厚文

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实践项目，在动手制作和互

动交流中，深刻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

局，理解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共同繁荣的重

要性。这种跨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有助于强化中

华民族共同体下各民族间的情感链接”[4]。因此，

非遗研学不仅是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有效结合，

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它以

一种生动、直观的方式，让青少年乃至全社会深

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丰富内涵。

（二） 非遗传承传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途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互鉴、互通、互融

的共同体，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这

种底蕴和根基深植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中，蕴含

着丰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并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在各民族间的日常交往

交流交融中进行文化的流动，是中华文化认同形

成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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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遗传承传播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有效

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认同是增进各

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次认同的关键，是

巩固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根本目标。

在非遗传承传播过程中，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蕴含着个体对特定文化或文化社群的一种深切的

归属感，是群体成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

的物质文化成果及精神文化构想的正面认知与接

纳。非遗传承传播不仅是文化持有者对共享文化

经验的积极确认，还涉及将心理上原本视为外在

的“他者文化”逐渐内化，转变为“自我文化”

认同的社群构建机制，从而强化了个体在文化共

同体中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现代

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

神财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非遗传承

传播意味着主体从个体“我”向集体“我们”的

深刻转变，更蕴含了叙事主题由单一“我的经历”

向共享“我们的叙事”的广泛扩布。

2.非遗传承传播是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途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爱国主义教育紧

密相连。我国自古以来便拥有悠久的爱国主义教

育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的广博多元，

还展现在形式上的丰富多彩。爱国主义更是我国

宪法和党章中的重要条款，并分散在 200 余部法

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中。2023年10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出台，以良法善治深化了

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该法强调，青少年时期作

为人生观与价值体系构建的核心阶段，是个体对

世界的认知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尤为适宜于深

耕厚植爱国主义情感。因此，作为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坚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把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各类

主题活动，这将是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

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自信、

民族精神以及匠心传承的精髓，特别是其中蕴含

的善良风俗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

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

内涵，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

可以有效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思想态度和价值

观念，进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

3.非遗传承传播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重要媒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

形成源于多民族间的持续交往交流交融，涵盖了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这一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以其

独特的交流方式加深了各民族间的情感联系，成

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一方面，

各民族在非遗的传承与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

理念。这些理念以多重方式展现，为民众的生活

和心灵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同时非遗的流动

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丰富的话语契机，

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理解、欣赏与借鉴，从而营

造了“民族互嵌”的社会和谐氛围，打牢了民众

内心深处的共同体信念根基。另一方面，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也为非遗的知识生产、保护及传承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动力。非遗的传承传播所带

来的更多感官刺激鼓励各族人民跨越民族和文化

的界限，减少彼此间的文化偏见、障碍、隔阂与

“刻板印象”。这使得各民族同胞如同石榴籽般紧

密相连，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构建了共生

共荣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二、有形：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非遗研学文化空间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有形”

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深层次且抽象概念的实

践转化，旨在将其从意识领域的构想转变为公众

可直观感知、亲身体验的实体形态。在这一转化

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

表现形式，成为承载与传递这一共同体概念的理

想媒介与资源。

（一） 空间维度：构建共享的叙事场域

文化空间具有场域意象。在布迪厄的理论中，

“场域（field）”被定义为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结构

性空间，是以人、事、物为载体参与社会活动的

主要实践场所。在该实践场所中，由于外来者不

受所属民族和特定文化展示的时空所限，反而对

多元文化充满好奇和体验欲望。因此在外来者的

反复探寻下，该场域中的当地民众开始自觉展示

安格拉玛： 非遗研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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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族文化，而外来者也会尝试参与他族文化活动，

从而呈现出不同民族文化自然交互的日常场景。

2014年，在“企业包县”扶贫政策的支持下，万

达集团基于贵州省丹寨县本身的民族文化特色，

打造了全新的文化展示综合体——万达非遗小镇，

小镇着力于吸收容纳丹寨县及周边地区各具特色

的非遗项目和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将其有选

择地移植进入小镇中，并提取出了具有丹寨代表

性的文化符号，打造了尤公、苗年、鼓楼、锦鸡

四个主题文化广场，构建起了丹寨独特的民俗文

化场域。该场域所包含的自然环境、村落景观、

生活习俗、饮食习惯、人生礼仪等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串联起了外来者与当地文化景观中的人文

互动，构建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建

共享型密切民族关系，同时共同体意识即在这种

互动中不断地得以建构。

（二） 表征维度：突出共有的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的视觉形象，蕴

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此塑造人的心理意识，

影响人的行为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众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标志，在其持续传承与

演进过程中构筑了一个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多

元文化共同体，其核心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承续。这一共同体不仅涵盖了多元的共建活动，

还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烙印，

展现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的强大力量。丹寨是

一个以苗族为主，水、侗、汉等多民族共居的地

区，和谐互嵌的多元民族共同塑造了丹寨丰富多

彩的文化符号，也赋予了丹寨“最后的鸟图腾部

落”“中国非遗之乡”的美称。丹寨境内有多个苗

族支系，其服饰更是达8种之多。蜡染、芦笙、

鸟笼、花带、古法造纸等民族手工艺名扬海内外。

拥有苗族贾理、芦笙音乐、苗年、苗族服饰、苗

族芦笙舞、苗族蜡染技艺、皮纸制作技艺等7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鸟笼制作技艺等10项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苗族芦笙送葬习俗等17项州

级和苗族古歌等百余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并

拥有7位国家级、10位省级、14位州级以及299

位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丹寨丰富的非遗资源

是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实践，更是古老的生存智

慧与勤劳勇敢的民族品质的体现，是丹寨共享的

典型文化符号。这种共享的文化符号既是建构人

与人之间主体性精神的重要桥梁，也是唤醒社群

成员的个体情感，使他们产生彼此间的身份、情

感和文化的认同，进而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关键要

素。

（三） 实践维度：打造恒常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作为时间维度上文化传承的连续展

现与空间层面上文化多样性的具象化，深刻彰显

了地域文化的辨识性特征。文化景观形态不仅突

出了文化的地域性烙印，还使其能够通过象征性

符号在景观中得到深刻诠释与解读。丹寨的文化

景观是基于当地自然与人文生境所建构起来的，

包含着丰富的丹寨非遗元素。一方面，丹寨通过

开展“非遗周”，组织“民族服饰长街秀”“芦笙

舞展演”“春耕大典”等特定周期性民俗活动，构

建丹寨恒常的文化景观。在该文化景观系统中，

外来者通过以“具身化”的身体在场和身体律动

行为大量地获取文化符号，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消

解地方传统文化边界，形成对丹寨整体的文化记

忆。另一方面，丹寨通过打造互动性仪式，打破

文化壁垒。例如在丹寨春播仪式中，当地民众通

过分发“迎春帖”“梦想桩”和苗族贾理带领游客

举行“感恩春天”仪式等活动，让外来者与当地

的文化景观产生了互动性关系，形成了短暂的文

化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外来者既是文化凝视者

和消费者也是文化景观的再生产者。

三、有感：非遗研学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形成的贵州实践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有感”

是指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抽象理论框架具体

化为可触可感的实践行动，从而使之转化为民众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真切体验与深刻理解的文化实

践形式。丹寨县隶属贵州省黔东南州，少数民族

占总人口的89.69%，其中苗族占总人口数79%，

水族占总人口数7.51%。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

化让丹寨县成为天然的非遗展演场域，从认知－

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形成了贵州非遗研学助力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感” 实践。

（一） 认知层面：通过传统文化形成文化认同

认知，作为个体对外部世界所形成的主观心

理表征，是个体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内在映射与理

解过程。从认知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精髓在于我国各族人民如何共同塑造并领悟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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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此意识通过多元而深刻的载

体得以体现，包括但不限于重大历史转折点的事

件记忆、标志性人物或场景的典型形象塑造、共

通的语言文字体系、富含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以

及世代传承的传统习俗等。这些元素相互交织共

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层次与深刻

内涵，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认同与集体归属感。在

非遗研学中研学者即可通过传承人的身体行为和

语言表述，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不同民族的生

活世界，透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征更好地增强

彼此的文化认知，从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内涵和外延。以丹寨县的苗族蜡染研学项目为

例加以说明。

苗族虽无语言文字，但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蜡

染图案，记载了苗族的历史与未来。2006年，丹

寨苗族蜡染技艺被纳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丹

寨县排莫村以蜡染技艺闻名，是丹寨蜡染艺术保

存最为完整的地方之一。在排莫村及其周边数十

里的范围内，女性普遍掌握蜡染技艺，每个村寨

都拥有技艺精湛的蜡染能手，且家家户户均珍藏

有蜡染艺术品。蜡染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王阿勇就是排莫村人，曾被邀访美国，其蜡

染作品收藏于美国白宫，被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称

为“东方第一染”。据此，排莫村作为苗族蜡染的

发源地成了丹寨重要的蜡染研学基地。

在苗族蜡染技艺的研学过程中，虽然技艺的

学习占据重要地位，但最核心的目标是使研学者

能够深刻领悟苗族文化的内在精髓。这种文化精

髓恰恰深藏于那些生动逼真的图像符号之中。因

此，每当在研学者观察画娘绘制蝴蝶图案时，当

地的非遗传承人就会讲起“蝴蝶妈妈”的神话故

事。在苗族古歌中“老妈妈”便象征着苗族氏族

社会的起源——蝴蝶。正是基于这样的象征，苗

族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围绕蝴蝶妈妈建构了自己

的信仰体系。由于苗族没有文字，这一关于氏族

起源的蝴蝶图腾便通过一代代绣娘的精湛技艺呈

现在每一位苗族女性的服饰之上。随着非遗研学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学者走进丹寨，听苗族故

事、穿苗族衣服、唱苗族古歌，这只蕴含着中华

民族最原始的哲学智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深

刻理念的蝴蝶妈妈，正随着一块块苗族蜡染作品

飞向更广阔的世界。凭借这些充满民族民间特色

的叙事类型和表达方式，更多的传统文化正在悄

然无声地渗透并深刻影响研学者的认知世界，进

一步丰富和多元化其文化视野。这一趋势对于深

入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多民族历史悠久

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情感层面：通过情感共鸣加强文化认同

情感，作为人类进行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内

在动力，是凝聚群体观的重要黏合剂。“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情感本质应该表现为归属感、获得感、

自豪感、幸福感等一系列积极的情绪体验”[5]。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非遗研学通过

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式参与来激发个体的情感共鸣。

这种共鸣构建起了跨越时空的情感桥梁，使研学

者与传承人、传承项目紧密相连。比如丹寨县的

古法造纸技艺研学项目更具说服力。

位于丹寨县以北约40公里的石桥村，是一个

以古法造纸闻名遐迩的苗族村寨，当地村民从事

造纸业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2006年，石桥皮纸

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现今，

石桥造纸技艺的传承人承袭古老技术，巧妙融入

苗族文化元素，形成了既包含造纸工序学习，又

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花草纸”制作等非遗研学

项目。目前石桥村拥有2位国家级皮纸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古法造纸研学基地共有6家。

石桥村造纸技艺的悠久传承深刻根植于其独

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石桥村所拥有的穿洞与

大岩脚两大岩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水资源

自古以来便成为支撑该村沿袭古老造纸技艺的核

心场所。该场所不仅是青年群体系统学习并认知

古老造纸技艺的知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通过文

化行为激发个体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情感共鸣

空间；此外，它还是实践古法造纸技艺的地域空

间场所。在古法造纸技艺研学中，当研学者置身

石桥村的大岩脚时，石壁上的蔡伦画像、缓缓流

淌的山泉、源于在地植物的纸浆……营造出了特

有的文化氛围，使石桥的天然造纸厂成为“非遗”

与“人”之间的交流媒介。可见，非遗研学既是

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更是参与行为仪式的形式，

通过周期性的再现与互动性的展示，它营造出一

个强有力的文化氛围，从而触发外部群体与内部

成员的情感共鸣，形成彼此间的文化联结。

（三） 行为纬度：通过身体规训深化文化认同

安格拉玛： 非遗研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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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身体体验是在预设的大文化背景之下

发生的，具体表现为文化的具身性与知识性。一

方面，身体体验是通过特定的行为模式，在人与

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显性知识

与隐性文化的传递。另一方面，通过身体行为传

递的知识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与异质性，并能够通

过意识的能动作用驱动产生新的文化行为。丹寨

县的卡拉鸟笼制作技艺研学项目就很有特色。

苗族自古拥有养鸟、斗鸟的习俗，每逢大型

节日斗鸟的场面之大、观者之众，世所罕见。卡

拉村是距离丹寨县3公里的苗族村寨，其村民手

工编织鸟笼技艺已有近400年的悠久历史。该村

共计171户人家，125户从事竹编工艺，每年生产

超过10万只鸟笼，是当地家庭经济的主要收入来

源。2007年，卡拉鸟笼制作工艺也被评为贵州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成为丹寨县非遗研学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卡拉村目前鸟笼制作产业主要采

取“公司+农户”的形式，一方面，通过成立“丹

寨县民族工艺鸟笼厂”将全村个体手工制作鸟笼

收集再统一出售。另一方面，个体手工者在完成

基础订单的同时，各自或搭伴成立不同规模的非

遗研学工作坊。

依据布迪厄的理论框架，知识范畴涵盖了能

够超越个体躯体限制而独立传播的形态（诸如文

字记载），以及需经由身心的深度参与、内化为个

体能力结构的“具身知识”。其中，以身体技艺为

基石并直观展现其精髓的鸟笼制作技艺无疑归属

为后一类别，它深刻体现了知识如何通过身体实

践的累积与内化得以传承。卡拉鸟笼的制作需要

经过拉制笼丝-加工笼圈-装笼丝-装笼门加工笼

抓钩-涂漆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以言传身教为

基本前提，兼具传统和个人身体经验。在此过程

中，传承人自身对鸟笼技艺的掌握是对研学者实

施具身教学的前提。传承人凭借对鸟笼制作技艺

知识掌握，以教学者的身份对研学者实施全面而

深入的身心引导与规范。在鸟笼制作技艺研学过

程中，研学者通常为10～20人不等，在有限空间

内传承人会通过“统一讲解+个别指导”的方式，

确保每一位研学者尽可能地完成体验的全过程。

在此双向互动中，研学者借助复杂而深刻的具身

体验逐步构建起与传承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并在

互动过程中将这种基于感官共鸣的情感交流升华，

转化为对地方文化深刻而独特的认同感，从而巩

固了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基础。

四、有效：推动非遗研学的高质量发展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有效”

系指通过实践活动能够实现既定的目标。换言之，

在评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实践成果时，

需依托一系列具体成果作为衡量标准以此具象化

其实际效果。随着我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

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逐步成为评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成效

的指标之一。

（一） 总结经验：贵州非遗研学发展的经验与

挑战

贵州省丹寨县依托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日

渐便利的交通条件，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成功

吸引了如万达集团等知名企业入驻，为丹寨文旅

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

下，丹寨已经发展出了古法造纸技艺、苗族蜡染、

卡拉鸟笼制作技艺三种较为成熟的非遗研学项目，

并形成了以学校为中心、以企业为中心、校企合

作等多种非遗研学模式。此外，丹寨还积极吸引

外地优秀企业家投资合作，鼓励当地妇女利用传

统手工艺技能创造经济价值。同时还培养了一批

本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精湛的

非遗技艺，还具备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为丹寨非

遗的整体性传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丹寨非

遗研学发展的成功，首要归功于政策的有效支撑。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万达小镇作为精准扶贫

项目落户丹寨县，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民族旅

游业的发展，也为丹寨非遗研学的兴起提供了有

利的发展机遇。其次，丹寨非遗研学的推进得益

于众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引领与参与。他们结

合地方实际情况，积极推动具有可行性的非遗研

学产业的构建，此举不仅显著促进了当地民众的

增收与就业，更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与深远意义。最后，丹寨非遗研学的发展亦

得益于研学企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诸多教育

企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逐步转向素质教育领域。

他们致力于深入挖掘具有研学价值的非遗研学线

路，并持续优化教学与管理。这些企业完成自身

发展转向的同时，也为丹寨非遗研学的不断进步

注入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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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丹寨非遗研学市场已初具规模，且呈

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丹寨非遗研学的兴起与发

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但如何在法治的框

架下推动非遗研学的持久稳健发展才是该行业长

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 展望未来：探索非遗研学发展的完善路径

1. 宏观层面：强化非遗研学发展的法治保障

法律法规的完善是非遗研学发展的根本性保

障。除了依靠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性文件

进行倡导与管理外，国家立法机关还需制定具有

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规范非遗研学行业，这些法

律法规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当前我国非遗保护的实

际情况，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非遗研学活动

的合规性与合理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法律

位阶，以增强现行规定的权威性与约束力。近年

来，非遗研学主要受到倡导性政策文件的关注，

这些文件着重强调了非遗研学的重要性，指出要

大力发展非遗研学行业。然而，随着近十年的发

展，我国研学行业已经从初始的认识阶段迈向了

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现行的政策法规已无法完全

适应当前的发展步调。特别是随着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逐步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

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以及“双减”等政

策的出台，非遗研学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为提

升全社会对非遗研学的价值认知，增强相关政策

法规的权威性显得尤为关键，这将是非遗研学发

展并实现其最终反哺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另一

方面，作为被宪法赋予法规制定权的民族自治地

方，人大可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特点，制定发展非遗研学的自治条例，对本地非

遗研学的基地选取与评估、非遗传承人的奖励与

惩罚、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当地文旅部门的职

责等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进而更好地发挥国

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协同价值，促进法律法规体

系的完善与衔接，引导全社会形成对地方文化的

广泛认同，从而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

2. 中观层面：发挥传统社区的自治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一定的空间场

域。对于非遗的生殖场域——传统社区，它是当

地群众长期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群众日常生

活、思想交流、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在其物质

属性的表面映射着一定具象化的非物质属性。因

此，在发挥非遗研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积极作用时，传统社区的空间场域营造价值

是不可忽略的，其中社区群众的广泛参与更是至

关重要。

在非遗生产性保护理念中，非遗所产生的价

值惠及社区整体，建立非遗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

便逐渐被学界关注。当前，得益于民族旅游业的

发展，我国一些地区因地制宜地建立了诸如“公

司 + 农户”“工分制”“奖励制”“分成制”“集体

所有制”“家屋为本管理制”等各具特色的非遗获

取和惠益分享机制。这些制度在承认文化为传统

社区共有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社区个体的文化创

造力，致力于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良性循环。

因此，非遗研学的发展应当借鉴这些制度的优良

传统，并不断完善公众参与机制。这一机制涵盖

了权利保障、利益表达、利益分配、信息反馈及

监督管理等多个方面。作为主导机构，传统社区

的公权力机关对遗产利益相关者的激励行为及其

引发的多元公众参与行为拥有最终管理权。因此，

公权力机关应积极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倾听社区

群众关于当地非遗研学发展的合理诉求。如研学

基地的建设、非遗传承人的参与、配套设施的优

化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推动等。只有充分发挥传

统社区的自治权力，保障社区群众的遗产权利，

才是实现非遗研学在地化的长久之治。

3. 微观层面：激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积极性

非遗的活态性要求其传承过程必须以人为核

心载体。同样地，非遗传承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其关键因素也在于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基石在于其承载者，

特别是那些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的个体，他们

在非遗的传播与发展中担当着先导角色，引领并

推动着非遗的代际传递与活态保护。因此，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的有效参与，便是决定非遗研学能

够完全发挥其社会多重价值的核心因素。一方面，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是其

被赋予“代表性传承人”身份的权利与义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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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身份权利源自传承人拥有传统知识、掌握核心

技艺、经历传承关系、接受身体规训等，是国家

通过赋权的方式给予的肯定。而履行义务的要求，

便是希望代表性传承人能够将自身的本领反馈于

社会，使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形成

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另一方面，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参与非遗研学的全过程，是研学者作为

文化学习者与消费者的权利。在非遗研学实践中，

非遗显性知识的传递与隐性知识的领悟都离不开

非遗研学导师的保障。因此，进一步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或相关法律法规中，

明确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应积极开展非遗研学在内

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并通过制

定相应的鼓励及评估机制，例如将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参与非遗研学活动、参加非遗研学导师培训

等情况，综合纳入年度评估机制中，酌情给予加

分或奖励，以此提高代表性传承人的参与积极性，

确保非遗研学活动在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能。

五、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深远的理论

课题，其涉及范围广泛，但核心在于文化认同的

建构。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需从认

知、情感及行为三个维度出发，激发各族人民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此

过程中，应秉持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态度，推动

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而搭建起一座连

接各民族的共同体精神桥梁，确保各民族在相互

理解和尊重中共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方向前行。

作为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

果，贵州省丹寨县非遗研学之发展的核心目标在

于通过传统社区主导的传承传播方式，在各民族

交流互动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四个认同”的理

解，内化“四个与共”的理念，进而巩固并提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这为我们提供

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动促进共同体成员间的

文化认同，进而凝聚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实现共

同体建设的贵州示范。因此，完善非遗研学的发

展路径，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铸牢价值，这是

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形”入“感”，

有“效”跃迁，逐步走向更加“有形、有感、有

效”境界的有效实践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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