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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研究
———以青海省互助县小庄村为例

何梅青　胡　凡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青海西宁　８１００１６）

摘　要：随着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与保护传承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

预警的角度进行研究是防止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和进行优化调控的重要途径。考虑到民族

村寨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旅游发展的重要性等因素，构建了预警指标评价体系，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的预警系统，通过选择典型的民族村寨，对其旅游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

实际进行深入调研，得到样本数据进行验证，从而得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的具体应用效果，力

求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科学利用与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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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作为文化保护预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

与保护传承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得到重视。目前，国内对文化保护预警系统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赵勇、

刘泽华等（２００８年）［１］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预警及方法研究，潘肶、罗雪等（２０１２年）［２］的历史文化村镇外部

空间保护预警系统研究，冷泠、周铁军等（２０１１年）［３］的历史文化村镇外部空间保护预警要素分析，程晓玲、

潘超等（２０１２年）［４］的西递古村寨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系统，肖坤冰（２０１２年）［５］的民族旅游预开发区的文化

保护预警研究，邱正英（２０１３年）［６］的旅游文化遗产保护预警体系构建等。这些文章有的侧重从建筑学的角

度对民族文化物质载体的保护预警进行研究，有的从旅游角度对民族文化保护进行预警研究，均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为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针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诉求与科学保护传统文

化两方面相结合的预警系统目前还没有涉及。

本文基于民族村寨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旅游发展的重要性等因素，构建了民族

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指标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的预警系统。

本研究通过选择典型的民族村寨，对其旅游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实际进行深入调研，得到样本数据对预警

系统进行验证，然后对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的具体应用效果。

一、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的运行原理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它

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采用一定的方法对反映传统文化旅游利用与保护传承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对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环境状态进行评估，具有动态监测、实时评价和适时预警功能。该系统是为维持传统文

化利用与保护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既掌控民族村寨在旅游发展中对传统文化的利用程度，又能监控传统

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变迁趋势，预防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和保护传承中偏离可持续发展轨道，保证民族村寨

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处于平衡的功能状态和良性运转，避免民族村寨出现旅游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保护严

重冲突而建立的报警、排警系统［７］。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通过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建立一个虚拟的“利用与保护指数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简称为ＥＰＩ）”和阈值进行预警。考虑到预警指标并无绝对的正向指标与逆

向指标之分，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一种期望倾向，过高或过低的指标值都会导致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在利用和

保护中出现不良状态，因此，系统提供相应的应对措施进行解决，并对实施结果进行监督反馈。

二、民族旅游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构建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由预警指标模块、预警权重模块、预警区间模块、控制应对模块

等部分组成［８］，这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模块决定了整个预警系统的功能，构建这四大模块是建立民族村

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的重点。

（一）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利用主要以旅游发展为依托，开发具有较高旅游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开发程度过

高或违背传统文化开发的基本规律，将导致传统文化的破坏。传统文化的利用与保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因此，旅游对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构建的核心问题在于评估传统文化存在与发展

所依赖的内外部环境。基于此，构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的原则如下。

１．科学性原则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指标的选取必须要能科学、客观地反映传统文化所依赖的内外

部环境的特征，所建指标应能和传统文化存在与发展依赖的条件具有较好的动态一致性。

２．系统性原则

传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孤立的，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传承等因素的综合影

２７



第２期 何梅青等：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研究———以青海省互助县小庄村为例 　　　

响，其中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变动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传统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因此，民族村寨传统文

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的建立也必须基于传统文化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特征，应该是一个由多个子

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各子系统在内涵和范畴上存在较大差别。在选取指标时，指标应尽可能真实地反映某

一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

３．实用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把复杂性和简单性结合起来，要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量化的难易度。要保证既能

全面反映传统文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又尽可能从实践中获得，因此，选用的指标必须实用、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４．简单性原则

指标选取以能说明问题为目的，而不是以多而全为目的。在不同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选取有用的指标即

可，尤其是重点选取对某一因素具有直接、重要影响的指标。

５．因地制宜原则

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差异性较为显著，甚至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的传统

文化典型特征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决定了传统文化存在与发展影响因素的不同。在建立指标体

系时，应包含反映这种民族区域特色的指标。

６．因时制宜原则

由于传统文化依赖的内外部环境是一个具有动态特征的系统，其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条件是不断

发展变化的，因此，作为反映系统特征的指标体系也须因时制宜地反映系统的这种动态性，尤其是各指标值

在实际获取数据时必须考虑相关指标的因时变化性。

图１　青海民族旅游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指标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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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警指标模块的构建

由于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在利用和保护方面的复杂性，要实现其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的功能首先要确定

预警监测对象，建立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体系，建立时要使信息科学化、定量化、条理化和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它是预警系统开展识别、判断和控制等活动的基础。根据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

保护预警系统指标体系主要根据自然环境、社会影响、经济发展、管理水平、文化传承五个因素进行构建（参

见图１）。

（三）预警权重模块的设置

根据指标体系基本特征，本文以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法）为基础建立模型进行指标权重设置。具体步骤

为：第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第二，构造出各层次中的所有判断矩阵；第三，进行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

验和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第四，得出民族旅游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指标体系中５个评价因素

和２３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民族旅游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指标权重值表

评价因素层 权重值 评价因子层 权重值

自然环境 ０．１２５５

水体质量 ０．０１０５

空气质量 ０．００６４

植被覆盖率 ０．０１６８

适游天数占全年比率 ０．０３０８

地理位置封闭程度 ０．０３０８

自然灾害发生频率 ０．０５５２

社会影响 ０．４５２２

村寨参与旅游户数比例 ０．０３９８

村寨原住民人口数量比重 ０．０１２２

村寨老年人口数量比重 ０．０２７０

村民自身传统文化认同感 ０．００６８

游居比率 ０．０３９８

经济发展 ０．１５０６

旅游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０．２５８３

旅游餐位和床位数与旅游期日均游客量比例 ０．１２９２

传统文化转化为旅游产品的程度 ０．０６４６

管理水平 ０．１２１１

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完备程度 ０．０７４０

政府制定的规划与政策的适用程度 ０．０１８５

旅游开发利益协调机制健全度 ０．０４１２

政府对传统文化传承人的支持程度 ０．０１６９

文化传承 ０．１５０６

传统文化文献资料的完整性 ０．０２２８

村寨居民对传统文化继承的真实性 ０．００６５

传统文化传播与影响程度 ０．０３８９

传统文化在村寨青少年中的接受程度 ０．０３８９

传统文化物质载体保存度 ０．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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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区间模块的计算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系统内的因子由于外力

作用会发生变动，造成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系统的失衡。但借助其自我恢复能力，系统又会向动态有序的方

向发展，即在动态中维持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的平衡。当这种变动发生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传统文化利用

与保护预警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换及内部的自我调节可以恢复到平衡状态，并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

如果这种变化超过了一定的阈值，也就突破了稳定性的临界点，就会使民族村寨旅游经济发展受限、文化保

护与传承受阻，最终导致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在利用和保护两方面发展的停滞。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稳定性的临界点就是预警系统中需要确定的警限，即有警或无

警的分界线，它是预警分析的核心和焦点。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旨在通过构建一个虚拟

的“利用与保护指数ＥＰＩ（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和设定的阈值进行预警。

ＥＰＩ＝∑
５

ｉ＝０
ＢｉＷｉ＝Ｂ１Ｗ１＋Ｂ２Ｗ２＋Ｂ３Ｗ３＋Ｂ４Ｗ４＋Ｂ５Ｗ５

其中：Ｂ为五个影响因素，Ｗ为各因素在总目标中的权重，

Ｂ＝∑
ｍ

ｊ＝０
Ｃｊｗｊ

Ｃｊ为因子ｊ的实际值，ｗｊ为因子ｊ在因素层Ｂ中的权重，综上可得：

ＥＰＩ＝∑
ｎ

ｉ，ｊ＝０
Ｗｉ·ｗｊ·Ｃｊ，０!ＥＰＩ!１

课题组在对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状态进行大量实际调研及听取相关专家评议的基础上，结合

实际测算的ＥＰＩ值，对ＥＰＩ值设定了较科学的阈值范围，可对研究对象的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情况进行预

警，具体对应关系如表２所示。
表２　民族旅游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指数（ＥＰＩ）分级表

ＥＰＩ值 预警级别 预警内容 警区划分

ＥＰＩ
"

０．８５ 红色预警 利用过度，保护不力 警惕区

０．８５＞ＥＰＩ
"

０．７ 黄色预警 利用较好，保护不足 警告区

０．７＞ＥＰＩ
"

０．５５ 蓝色预警 利用适度，保护适度 适度区

０．５５＞ＥＰＩ
"

０．４０ 绿色预警 利用不足，保护较好 警示区

ＥＰＩ
!

０．４０ 白色预警 缺乏利用，保护过度 警报区

　　用函数关系可表示为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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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民族旅游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域值分析模型

５７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警度共分为五级，具体如下：

警惕区表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处于利用严重过度状态，保护措施不力，只注重经济效益，资源配置和利

用不合理，缺乏发展后劲，必须找出原因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使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利用与保护逐步恢

复平衡；

警报区表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处于保护严重过度状态，文化利用率低，经济效益差，要引起当地政府的

重视，并进行定时观察，若长时间停留在此区域则要采取一定措施以提高文化的利用率；

警告区表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处于利用较好，但保护不足的状态；

警示区表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处于利用不足，但保护较好的状态，警告区和警示区这两种状态均反映了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在利用和保护方面的不足，要引起重视，提高利用的效率或加大保护的力度，有效防止进

入警惕区和警报区；

适度区表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处于适度状态，传统文化在政府支持和村民自觉行为下保护措施得力，同

时传统文化资源配置和利用合理，有发展后劲，这是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追求的目标。

（五）控制应对模块的实施

构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的目的是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依据，同时也是为了

能更好地监测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各要素是否能够正常运行［４］。通过预警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那些偏离正

常运行轨道、给系统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指标，并提供相应的策略以便解决问题。通过控制应对模块可

以事先准备好各种风险情况的应急对策或对策思路，建立科学的控制应对信息库。不同的警界区间需要制

定不同的控制对策，控制应对模块中的对策可以根据预警信息的类型、性质和警报的程度采取具体的措施。

如民族村寨处在警惕区，就应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减缓旅游发展的速度，提供传统文化恢复的环境；处于

警报区，应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资源利用，通过合理、适度发展旅游业，使民族村寨居民能够改善收入结构，提

高收入水平，反过来又自觉保护传统文化。

三、验证———以互助县小庄村为例

（一）小庄村概况

小庄村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一个土族村寨，全村１２６户，共６１３人。小庄村地理位置优越，对

外交通便利，距省会西宁市３０公里，距互助土族自治县府所在地威远镇７公里。１９９２年，小庄村开始发展

旅游业，在政府的扶持下，旅游发展层次有了较大提高，旅游业已经成为小庄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目前

形成了集土族民俗、农业观光、餐饮服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但在旅游发展中对土族传统文化的

保护有一定的缺失。

（二）小庄村土族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评价

根据已设计的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小庄村的相关数据主要是通过收集资料、实地调

研、专家评议等获得，通过计算，得到小庄村土族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评价结果（参见表３）。

（三）结果分析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验证结果与小庄村土族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具体情况如下。

（１）在自然环境方面，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小庄村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方面的优势，加快了传统文化向旅

游产品转化的速度；但同时又对小庄村土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影响较大，游客的涌入及临近城镇带来大

量的外部文化信息，与外界的联系日益深入和便捷，现代物质生活对村内年轻人产生极大吸引，使得小庄村

土族传统文化中的显性文化因子已经发生变化。

（２）在社会影响方面，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小庄村原有土族居民比重及村内老年人口数量下降，

造成村民自身传统文化认同感降低，文化传承面临断裂。原有家庭式口耳相授的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在现代

社会发展中逐渐被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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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经济发展方面，小庄村的旅游收入达 ３６０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近 ８０％（２０１４年），这一

指标在青海省民族村寨旅游中位于前列。但事实上，小庄村对土族传统文化的旅游利用方式比较单一，

主要是借助农户进行内容简化及形式相同的民俗表演吸引游客到访，重点进行餐饮接待。这种方式导致

村民对传统文化的展示趋于模式化，保持传统文化原真性的自觉度下降，对文化载体的保护重视程度

不够。

（４）在管理水平方面，各级政府在小庄村旅游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科学制定发

展规划、文化的文字化整理、完善基础及接待设施、整体对外宣传等。但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和传统文化保

护中的协调、服务及监控功能还没有发挥出来。

表３　小庄村土族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指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目标层 评价因素层 得分Ｂ＝∑
ｍ

ｊ＝０
Ｃｊｗｊ 评价因子层 得分ＥＰＩ＝∑

ｎ

ｉ，ｊ＝０
Ｗｉ·ｗｊ·Ｃｊ

青

海

民

族

村

寨

传

统

文

化

利

用

与

保

护

自然环境

社会影响

经济发展

管理水平

文化传承

０．０７４０４

０．０８０９２

０．３８０８０

０．１０６６４

０．０８３７１９

水体质量 ０．００７３５

空气质量 ０．００５３７

植被覆盖率 ０．００５９９

适游天数占全年比率 ０．０１５４０

地理位置封闭程度 ０．０１２３２

自然灾害发生频率 ０．０２７６０

村寨参与旅游户数比例 ０．０２４０８

村寨原住民人口数量比重 ０．００７３８

村寨老年人口数量比重 ０．００１６３

村民自身传统文化认同感 ０．００４８９

游居比率 ０．０４２９２

旅游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０．２０６３８

旅游餐位与旅游期日均游客量比例 ０．１２９２０

传统文化转化为旅游产品的程度 ０．０４５２２

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完备程度 ０．０５９２０

政府制定的规划与政策的适用程度 ０．０１２９５

旅游开发利益协调机制健全度 ０．０２２６６

政府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支持程度 ０．０１１８３

传统文化文献资料的完整性 ０．０１８２４

村寨居民对传统文化继承的真实性 ０．００３６７

传统文化传播与影响程度 ０．０２７２３

传统文化在村寨青少年中的接受程度 ０．０２６１２

传统文化物质载体保存度 ０．００８４６

小庄村土族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指数ＥＰＩ＝∑
ｎ

ｉ，ｊ＝０
Ｗｉ·ｗｊ·Ｃｊ　 ０．７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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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在文化传承方面，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小庄村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中生存环境逐渐恶化，在传承和保

护中传统文化“真实性”逐渐丧失。尽管村民在旅游发展中逐渐意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转为主动保

护与传承土族传统文化的现象初步显现，但在学习与传承过程中，尤其是村内的年轻人，参杂了功利心理，能

够更快产生经济效益的传统文化更容易得到年轻人的推崇。

（６）小庄村土族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指数ＥＰＩ的值是０．７２６１，处于０．７～０．８５之间，说明小庄村土族传

统文化的利用与保护状况处于黄色预警（警告区）的状态，传统文化的利用较好，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

但传统文化的保护不足，应该加强保护工作，否则会影响发展的后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变迁是必然的。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不同区域文化之间

的交往日益密切，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现代通讯、交通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任何一个民族都处在变化

之中，体现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也将会随之变迁。因此，小庄村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文化演变的规律，既不能

绝对、生硬地保护文化，不要发展，伤害了村民渴望融入现代社会，过上富裕生活的美好愿望；又不能粗放、无

序地发展旅游，不要保护，丧失民族的精神家园。

结语

本文作为一种方法思路，针对民族村寨的实际提出了一套可行的指标体系，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

保护状态的评判，建立预警机制提供了操作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选取的利用与保护预警指标自身的局

限性以及一些历年变化数据的缺失可能造成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还不够准确。因此，要想全面合理地实现利

用与保护预警，就需要尽快建立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动态监测体系，实时收集数据的变化情况，保

障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合理利用与科学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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