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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苗族古歌是苗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文学文本, 作为民族史诗,她全面反映了苗族历史与文化的概貌。创意

产业是当今社会大力发展的朝阳产业。苗族古歌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元素, 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文化资

源。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是切实可行的,也能创意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苗族古歌的创意产业开发,具有一定

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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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美学文本,

她承载着一个民族丰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是

一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载体, 也是

当今进行文化创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蓝本。

湘西苗族古歌是在苗族人民群体中广泛流传的以创

世为主体内容的诗体神话, 是集苗族历史、伦理、文

学、民俗、服饰、建筑等为一体的百科全书性的民族

史诗。它担当着传承苗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是延续、

发展苗族文化的瑰宝, 2006年被列为我国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 国内外不同的认识主体从

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

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 通过知

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

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
[ 1]
金元浦教授认为, 创

意产业是全球化条件下, 以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文

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

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的, 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

面结合为自身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

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它是以创意为核心, 向大

众提供文化、艺术、心理、娱乐产品的新兴产业。
[ 2]

不管怎样界定创意产业, 文化信息和文化元素都是

创意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便成了无源之水。苗族古歌是苗族独有的文化资

源, 具有丰富的文化创意元素,是发展创意产业的一

颗明珠。

一 苗族古歌的美学品格与面临的出路

1、苗族古歌具有丰富的美学信息与文化元素。

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

创造和积淀的产物, 是苗族文化的鲜活记忆。黑格

尔曾说:  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书 ∀或

!圣经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

书, 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这样一部史诗集,

如果不包括后来的人工仿制品, 就会成为一种民族

精神标本的展览馆。∃
[ 3 ]
苗族古歌就是这样的史诗,

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

源、开天辟地、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迁徙、

苗族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等,无所不包,无所

不含,是苗族活态文化体系的生动展现,表现了苗族

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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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理念。同时, 苗族古歌中的神和神的故事很

多,有名字有形象有事迹的神就有几十个,从自然神

话到社会神话,从开天辟地到人类起源和社会生活,

都有神和  神们的行事 ∃并形成以姜央 (父系祖先 )

为中心的体系神话刍型。
[ 4]
这些包罗万象的内容、

经世致用的哲学理念、生动感人的神话故事和活灵

活现的人物形象,是进行文化创意、发展创意产业的

宝贵资源和文化原型, 符合创意产业的生产逻辑和

消费原理。

2、苗族古歌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大量的受

众。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而又伟大的民族, 苗族先

民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由于苗族是

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通过口传心授等

形式进行文化记忆和文化传承,苗族古歌包含了丰

富的苗族文化记忆和文化信息,是他们传承历史文

化的主要载体。他们通过传唱苗族古歌来记载历史

文化事象和延续文化记忆, 也是进行民族文化认同

的手段和依托。因此, 苗族古歌是在苗族人民中世

代相传的民族史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苗族

的民族标记。苗族古歌不仅在本族群中具有深远的

影响力,而且在其他民族的眼里也有相当的文化魅

力,是了解苗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解读苗族

文化神秘的蓝本。一旦对苗族古歌的内容进行创意

产业化,用现代的文化形式来活灵活现地展演独具

魅力的苗族文化,将不仅引起苗族人民自身的共鸣,

而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苗族文化, 关注苗族文化,

欣赏、体验、感受苗族文化的魅力。在消费主义文化

盛行的今天,有坚实的接受主体是一种文化事象发

展的重要社会资源。苗族古歌具有广泛的接受主

体,一旦发展成为既有现代形式又有古老文化魅力

的创意产业,必定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3、苗族古歌可以开发成为创意产业化的项目。

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大力倡导和发展的朝阳产

业。作为文化产业高端的创意产业, 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在世界范围内正迅猛发展,令人瞩目。就

产值而言, 2002年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

809亿英镑, 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06年,美国的  创意和创新服务业 ∃已成为仅次于

软件产业的第二大产业集群。韩国、日本、新加坡等

国的创意产业发展势头也很强劲, 在亚洲处于领先

地位。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态势, 约翰 %霍金斯在

&创意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

创造 220亿美元, 并以 5%的速度递增。从全球来

看, 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不

仅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而且形成了一股席卷世界

的创意经济浪潮。
[ 5]
为了适应发展形势, 提高国家

软实力,我国制订了 &国家  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

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任务,

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为核心,积极发展具

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目前, 国内

已有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长沙等城市建立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在国

内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优

势和文化品牌。国内外创意产业这样的发展趋势以

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无疑给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提

供了发展的良好契机和历史氛围, 无形中也催促出

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前进的巨大动力。苗族古歌是

一种良好的创意产业文化资源,只要抓住时机,利用

优势,在创意产业的路上定能弹奏美妙的一曲。

4、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有成功的案例可资借

鉴。在全世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 各个国

家都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 走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成功之路。民间文化资源是发展创意产业取之

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许多国家和地区挖掘民间

文化资源,插上了创意产业飞翔的翅膀。在民族史

诗创意方面,芬兰民族史诗 &卡勒瓦拉∋就是较为成

功的范例。影片&玉战士 ∋便以该史诗为故事蓝本,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制作成的一部大片。影片在芬兰

上映一周后就轻松地登上芬兰票房冠军宝座, 赢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轰动一时的 &指环

王∋大片也改编自&卡勒瓦拉∋这部民族史诗。我国

北朝乐府民歌 &木兰辞 ∋是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文

化经典。 1998年,迪斯尼公司将中国传统故事 &花

木兰 ∋成功改编成美国版的动画电影 &花木兰 ∋。影

片在新加坡首映后,在全球循环放映,获得了不同文

化、不同年龄观众的普遍欢迎,总收入达 3亿美元,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迪斯尼公司生产的利润最

高的影片之一。我国陕西的  大唐芙蓉园 ∃也是在

发掘西安盛唐历史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宝藏的基础

上, 加以  声、光、电 ∃等现代科技的综合演绎, 构成

的一副副瑰丽的  盛唐文化奇观 ∃。独具漓江风情

魅力的山水实景 &印象 %刘三姐 ∋大型歌舞晚会以

及风靡海内外的歌舞集 &云南印象 ∋都是利用民族

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创意, 发展创意产业的成功

案例。上述成功范例在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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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化创意上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 为苗族古歌创

意产业化提供了借鉴模式, 是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

不可多得的借鉴样本。

二 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产品设计

1、构建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 &苗族古歌 ∋

展现给世人的是一部苗族文化史书, 苗族的历史、风

俗、服饰、建筑等文化事象都有生动的描绘, 而这些

文化事象与当今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

密切相关,是他们当今生活的文化之根,具有鲜活的

生命力。同时,当今的苗族人主要生活在武陵山脉

及贵州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山高林茂、水系纵横,

自然生态环境美好,是建立生态文化公园的好地方,

也是再现古代苗族人民艰苦生活环境的良好平台,

如贵州的雷公山一带,湘西的坐龙峡等地方,都具有

典型性。因此,把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和苗

族史籍记载的一些历史和文化事象进行有机整合,

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可以建设成苗族文化

生态主题公园。这方面,宁波取得了成功,近年新建

的主题公园梁祝公园, 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爱情主题

公园, 同时还建立了有  梁祝文化研究中心 ∃。苗族

文化生态主题公园可以分为不同的区域, 用现代的

手法和科技展演苗族的  开天辟地 ∃、 人类起源∃、

 滔天洪水∃、 民族迁徙 ∃等神话故事、文化记忆和

文化内容。在这公园里, 苗族的主要文化事象都力

图得以展演,如银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竭

力彰显苗族文化的魅力。目前,苗族聚居地还没有

这样的文化主题公园。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和图象

时代的来临,用现代展演的方式解读苗族活态文化,

让更多的人欣赏、感受、体验神秘的苗族文化, 应能

得到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在这方面, 国内外已有相

关的成功范例,比如国外的迪斯尼乐园,不仅在美国

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香港也很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 国内的  大唐芙蓉园 ∃, 也是挖掘历史文

化建立的文化公园的成功之作。

2、打造苗族民族文化演艺品牌。苗族文化底蕴

深厚, 魅力隽永, 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力。苗族古歌

所反映的文化内容极具理想性和浪漫性, 里面有生

动的歌词、美妙的音符和能改编成舞蹈的原型,是打

造演艺产品的良好素材。因此,依托苗族古歌丰富

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符号, 借用现代的一些手法和科

技进行嫁接和组合, 把苗族古歌的文化内容搬上舞

台,打造一台独具苗族文化风情魅力的歌舞晚会是

可行的。目前,仅苗族聚居地之一的湘西,就有综合

反映苗族文化的演艺产品, 一是德夯的苗族歌舞

 山风鼓韵 ∃, 一是凤凰的  古怪的凤凰 ∃篝火晚会。

在挖掘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意产业开

发的例子,我国有几个成功的典型,如 &印象 %刘三

姐∋和&云南印象 ∋, 它们是把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

间故事、传统民歌和民族风情进行巧妙嫁接和有机

融合的产物,让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交相辉映,演绎

出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 形成强大的文化品牌。苗

族古歌有丰富的文化元素, 在艺术家的精心打造和

现代科技的参与下, 走上舞台, 用歌舞演绎民族史

诗, 可成为优秀的创意品牌。

3、改编制作成影视、动漫和网络游戏系列产品。

苗族古歌不仅是苗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而

且是一部苗族神话故事的大汇编, 里面有大量的神

话故事,故事情节丰富, 人物形象多且丰满, 各具神

态性格,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也极具夸张和想象性,

是改编成影视剧本的好素材,比如开天辟地、民族迁

徙等故事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传奇性。以这些故

事为底本,利用苗族聚居地自然风光,如湘西的德夯

峡谷、猛洞河、红石林,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拍摄成史

诗性的电影,是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的一个好思路。

取材于芬兰民族史诗 &卡勒瓦拉 ∋的影片 &玉战士 ∋

便是开发民族史诗的成功范例。当代动漫产业是文

化创意产业的重头戏, 上海、北京、长沙等许多地区

都纷纷建立了动漫产业园,以此大力发展创意产业。

苗族古歌里面的神话故事性强,故事曲折动人,手法

离奇夸张,富有想象性, 思想深刻,充满哲思,符合当

代动漫生产和消费逻辑,一旦运用现代科技,制作成

动漫系列产品,一定前景看好。早几年国产动画片

&宝莲灯 ∋和美国迪司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 &花木

兰∋以及最近热播的 &功夫熊猫 ∋是这方面的代表

作。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文化消费的一种重

要方式。苗族古歌的内容丰富, 可以运用虚拟技术

开发成网络游戏产品,让玩家在虚拟的世界中感受

深厚的苗族文化。苗族古歌是一个苗族文化的宝

藏, 只要用心开掘和精心创意,精彩的创意产品自会

不断涌现。

三 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开发的意义

1、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目前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抢救工作,除了理论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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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进行探讨之外,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探讨保护实践

及保护对象的应用与开发问题。有的专家提出了

 活态保护 ∃、 动态保护 ∃、 传承保护 ∃等基本原

则。但是真正对于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进行以上三方面的保护在实践运作上还不多见,

大多还停留于理论的探讨层面。苗族古歌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的代表作, 如果围绕其建立

主题公园,推出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可以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起到示范的作用, 在民间文化

的现代转型与出路上可以取得一定的探索价值和推

广意义。

2、有助于鲜活地延续传统苗族文化。由于苗族

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 许多文化事象都

靠口传心授进行传承,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苗族文化的发展。在民间流传的苗族古歌保存了苗

族的活态文化体系,是苗族宝贵的文化记忆。随着

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民间文化日益式微,

靠口传心授的苗族古歌濒临失传的危险。虽然,国

家把苗族古歌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予以保

护,但是,要真正保护好、发展好苗族古歌文化,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文本的整理和记载能缓解苗族传统

文化的消亡步伐,但是,不能根本改变其消亡趋势。

把苗族古歌进行创意产业化,用现代形式生动地展

演传统的文化事象, 让传统文化获得当今的发展形

式和人们乐意接受的方式, 必将使苗族古歌焕发出

青春的魅力,赢得强大的生命力。这样,苗族古歌及

伴生的苗族传统文化将得以鲜活的延续和发展。由

于采取了现代的发展形式, 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传

统的苗族文化,感受苗族文化的永恒魅力,这无形中

将提高苗族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提升苗族文

化的社会影响力。

3、有助于提高苗族聚居地的文化软实力。文化

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更具深远影响的生产力。目

前,提高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人共识。政府已把提

高文化软实力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苗族古歌

是苗族传统文化的综合书写, 是苗族传统文化的生

动表征。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 使古老的文化事象

具有现代的气息和形式, 又不失传统的文化精神和

哲学理念,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苗族文化的魅力,一方

面将加强苗族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将让其

他民族认识到苗族文化的独有风貌和价值, 以更客

观的眼光看待苗族文化, 进一步提高苗族文化在全

人类的地位。同时,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生产出许

多文化产品,无疑带来苗族聚居地的文化产业发展,

提高地区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和实力, 促进苗族地区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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