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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民族文物，约在公元

前 7世纪产生并流传至今，已有 2600余年的历史。铜鼓发

源于中国云南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流传至中国的贵州、

广西、广东、四川、海南、湖南等省，并辐射到东南亚地区，

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形成了铜鼓文化圈。由铜鼓产生铜鼓

文化，以往的研究大多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究铜

鼓文化。论文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铜鼓文化在学校教育中

的传承，以确保中国西南地区在铜鼓文化圈中的优势地位；

同时通过保护和传承铜鼓文化，彰显优秀的中国少数民族

文化，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区域文化、经济双发展。

何谓铜鼓文化？铜鼓文化是指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所

有与铜鼓相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铜鼓的

产生、制作、功用、铸造工艺、器物类型、装饰艺术、审

美情趣、收藏方法、保存价值以及与铜鼓有关的风俗习惯、

典章礼仪、民间传说、宗教信仰、传播途径和方式等，都

属于铜鼓文化的内涵。在铜鼓文化中，铜鼓作为器物自身

（包括形制和纹饰）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属于物质文化遗产；

人们在制作和使用铜鼓的过程中与铜鼓相关的一切活动，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国西南民族优秀的传统

文化。

为什么要保护和传承铜鼓文化？铜鼓文化汇聚了创造

和使用铜鼓民族（壮、瑶、苗、布依、彝、水）等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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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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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化。对于研究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与东南

亚地区的文化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铜鼓文化既是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该按

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教育。这为铜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走入中国西南地区学校

教育中提供了政策支持。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加

快，中国铜鼓文化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濒临灭绝。铜鼓文化

在西南少数民族生活中逐渐被淡化甚至被遗忘。目前云南文

山州和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的铜鼓制作技艺失传，仅有少数

遗留下来的铜鼓也因年久老化、破损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跳铜鼓舞和唱铜鼓歌的人迅速减少，

铜鼓文化后继乏人，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困境。在广西，铜

鼓的使用区域已经从桂北、桂中、桂南退缩到桂西、桂西

北的狭小范围，一大片使用区的铜鼓已荡然无存，只在年

长者的头脑中留下一片依稀的记忆。因此，需要拟定对策，

加紧对中国铜鼓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使中国优秀的

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并确保中国作为铜鼓发源地的

优势 [1]。

抢救濒临失传的铜鼓文化，关系到是否要保护和传承

少数民族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是大非问题。以铜鼓文化来

彰显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还可以带来许多实

效，诸如丰富民间文化生活，发展旅游事业等。2019年 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时提出：“56个民族不断交流

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历史

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

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铜鼓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少

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

学校教育是在学校中实施的教育，它具有固定的场所、

专门的教师和一定数量的学生，有一定的培养目标、管理

制度和规定的教学内容。学校教育有专门的教育教学设备，

拥有专门进行教育的手段。这一切充分保证了学校教育的有

效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代表了民族普

遍的心理认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对于唤醒民族意识，

激发民族自豪感，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力量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铜鼓文化作为中国西南民族的瑰宝，其制作工艺、使

用方式、铜鼓歌舞、祭祀仪式等习俗，都是一种有价值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需有传承人薪火相传。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

和未来，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将铜鼓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

学校教育广泛传播，能营造铜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环境。

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群体对优秀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

同时，铜鼓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赖于铜鼓文化氛围的

持续培养。因此学校教育更有利于铜鼓文化的传承。

随着新国家教育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基础教育制定了

新的课程标准。新课程标准将“弘扬民族文化，理解多元文

化”作为重要教育理念，这为在基础教育课堂引入铜鼓非物

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提供了契机。同时，基础教育课堂引入

铜鼓文化内容将有利于改变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是素质教育

的有效手段。

笔者认为在中小学、大学的选修课以及地方特色课程

中可开设铜鼓文化课程，编写相关教材。中小学课本的内容

包括铜鼓的来源、铜鼓的花纹、铜鼓的民间传说、铜鼓的制

作技艺、铜鼓的用途、少数民族与铜鼓等，内容生动活泼，

语言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而大学课本的内容则更深入，包

括铜鼓文化的起源、铜鼓文化的主要内涵、铜鼓的主要类型

与铸造工艺、铜鼓文化的传播与分布、铜鼓文化的艺术特征、

铜鼓文化的社会功能、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内容。

不论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课堂，课程内容除了教师

讲授外，还可以插播相关的纪录短片，比如少数民族在节庆

中使用铜鼓的民俗，包括祭祀铜鼓、跳铜鼓舞、敲击铜鼓以

及其他使用铜鼓的过程，使之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让

学生更加生动直观地了解到铜鼓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教

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之对铜鼓文化印象更深刻，

认识到保护铜鼓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除了课堂学习铜鼓文化，还可在课余开展保护和传统

铜鼓文化的活动。在中小学，可以举办铜鼓绘画比赛、铜鼓

民间故事演讲比赛、铜鼓舞蹈比赛、铜鼓民俗表演。带领学

生到博物馆参观铜鼓等。在大学，可以举办铜鼓文化讲座、

铜鼓文物讲解比赛，开展保护铜鼓文化的征文比赛，铜鼓舞

蹈表演，举办铜鼓民俗艺术节，带领同学们到铜鼓发掘地以

及收藏铜鼓的博物馆、民俗馆参观，让学生访谈铜鼓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邀请铜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

举办“跟着大师学非遗”体验活动，指导大学生研究铜鼓文

化传承和保护的课题，组织保护和传承铜鼓文化的学生社团

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培养青少年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热爱，

树立发扬民族文化的理想，使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铜鼓文化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瑰宝，凝聚着他们源

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不容忽略的

是铜鼓文化正在慢慢消失，保护铜鼓文化刻不容缓。铜鼓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可以多措并举，其中学校教育传承是较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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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方式之一，通过在大学和中小学传播铜鼓文化知识、开

展保护铜鼓文化的相关活动，加深广大青少年对铜鼓文化遗

产的兴趣与认知度，促进了铜鼓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铜鼓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任重而道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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