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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社区文化是少数民族生活

生产经验在历史作用下的沉淀，是少数民族社区发展

的精神财富。 少数民族社区文化是城市少数民族文化

的载体，为社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研究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变迁，分析影响文化形成以及

变迁的作用因素， 可以进一步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精

神，为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与创新提供研究支持。
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发展研究的必要

性

（一）可以明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的形成过程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社区文化是西北地区少数民

族长期历史发展以及生活的总结，对弘扬少数民族文

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以该研究可以明确西北地

区少数民族对于新文化的接受程度，明确少数民族群

众的文化需求，增强文化推进过程工作节的针对性。
（二） 明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民众接受文化的主

要期望

西北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环境的形成，既受社会认

知、传统习俗等外部条件的影响，也受到民众自身的

文化水平以及个人素质的制约。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既反映了社会对文化的认知程度，也反映出广大西北

少数民族社区人民的期望和诉求。 通过探究西北少数

民族社区文化环境的形成过程，可获知社会民众对当

代文化的主要期望与诉求，进而清晰现有的文化建设

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期望与诉求的差异。
（三）引导西北地区文化建设改革

文化建设是推动西北地区各民族和谐共处以及

携手发展的基础动力。 事物的发展由内因起主要作

用，西北地区文化建设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广大西北人

民的素质提升速度，尤其是对于拥有自己独特传统文

化的少数民族来说，其本身的文化习俗以及文化传统

等都与汉族有着较大差异，如果文化建设不考虑少数

民族社区文化，那么文化建设将会是失败的。 同时对

于西北地区来说，其开放性比较高，多元文化在这里

得到了较多融合，因此，通过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文化

可以进一步明确西北地区文化发展的目标，从而为城

市的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发生变迁的因素

（一）社区宗教文化变迁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和，西北少数民族

的聚居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少

数民族族群不断迁移、定居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将自

己的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到其他区域，从某种程度上加

快了民族宗教文化的流动速度。
（二）社区饮食文化的变迁

对于少数民族社区来说， 其不仅为少数民族提供

一个居住以及民族文化传播的环境， 在不同区域文化

不断交流、作用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也在

发生重大的变革。 在饮食种类上也从传统的以面为主

食发展到现在米、 面等多种主食共存的多元化饮食文

化结构， 饮食经营方式也从传统的地方封闭式经营转

变为社会性的互动经营。 如著名的兰州拉面风靡全国

就是这些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们通过在其他地区开办民族特色饮食店铺， 将西北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引入到当地饮食文化结构中， 从而

推动了西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全国化以及世界化。
（三）婚姻文化变迁

随着西北少数民族社区经济发展，西北少数民族

的婚姻变化也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生变化。 随

着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区域流动性的增强，现代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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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婚礼仪式则在其基础上进行简化并增添了现代婚

礼元素。 在自由、开放等思想的引导下，“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 的传统婚姻观念已经被自由恋爱所取代，少

数民族适婚男女青年的婚姻交际网络圈子不断得到

扩展，跨区、跨省、跨国乃至跨民族通婚的例子比比皆

是，多民族家庭的结合进一步推动了西北地区少数民

族社区多元文化的聚合。
三、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与创新应注意的原则

（一）独特性、多元性原则

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其发展历程以及发展背景

都是不相同的， 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民族社区文化。
而民族社区文化的精神魅力就在于其独特性、多元性

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 而如果在少数民族社区

文化建设与创新中不注重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
多元性的保护，那么少数民族文化就会失去其原本的

特色， 也丧失了其作为少数民族精神载体的价值，因

此在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与创新中应该注重独特

性、多元性原则。
（二）保护性、创新性原则

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属于少数民族宝贵的文化资

源，代表着少数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文化演变与

兴衰历程。 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不能够只为了获得眼

前的利益而破坏少数民族社区文化，而是应该继承发

扬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的精髓，并在新时期赋予其新的

内涵。 同时在少数民族社区文化保护中也不能坚持传

统的东西不变，而是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进行文化的继

承与发扬， 在积极吸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元素的同

时， 要结合少数民族社区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在

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三）思想性、现代性、开放性相统一的原则

思想性、现代性、开放性相统一的原则是少数民族

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随着全球文化的不断交融，
各种思维观念以及价值观进行碰撞，少数民族社区文化

也呈现出多元化。 因此对于当下的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

设来说，要能够以兼容并包积极开放的思想去接纳其他

地区的文化以及价值观， 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的文明成

果，大胆创新思想，将思维从旧的观念、习俗和制度中解

放出来，构建具有少数民族区域特色的新型社区文化。
四、我国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创新思路

（一）实践层面的创新

在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建设的基础上，积极组织

各种形式的具有西北少数民族风情的文化活动，组织

能便于广大少数民族社区成员参加的文化活动，发展

以历史文化名乡、名村的历史文化遗产、人文自然资

源、民族风情为基础的特色民族旅游文化，使得广大

少数民族社区成员在发展旅游文化的过程中享受文

化建设成果。 各级政府机构要科学制定相应的文化发

展规划，针对地区少数民族的特点，积极举办具有少

数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将少数民族文化用艺术活动

的形式积极展现出来，让观众在欣赏到优美的维吾尔

族音乐舞蹈的同时，能够对于维吾尔族的民族乐器产

生浓厚的兴趣，将维吾尔族文化推出新疆，推向全国，
推广到全世界。

（二）民族文化活动平台的创新

民族文化活动平台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

的基础，其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展示机

会。 应该充分发掘出少数民族特色民族节日文化，以

少数民主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 生活为文化背景，大

力开办少数民族节日文化活动。 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同时也可以将蒙古族社区文化向

其他地区传播。
（三）民族文化建设保障体系的创新

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的领

导管理机制，落实好各级领导的责任。 各级政府应该

将提升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质量纳入到各级政府

的日常工作中去，不断落实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的

进度，提高文化发展水平。 加大对于少数民族社区文

化建设的扶持力度，通过下拨专项资金，为这些地区

配备相关的基础文化设施，大力鼓励创新人才进入少

数民族社区文化建设事业中。 充分发挥出少数民族社

区民间文化组织的主题作用，以民族文化学术团体和

社团组织为少数民族文化创新平台，促进少数民族文

化的继承与创新。
少数民族社区文化是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关系到现代化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建设能

否顺利进行。 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城市少数民

族社区文化发展与创新正面临诸多的问题，因此应该

认真总结新时期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的特点，积极

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元素，促进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文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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