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4日，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通过评审，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2月5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通过

评审，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

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

至此，中国共有 44 个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

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以 下 简 称“ 非

遗”），是各族人民从“老祖宗”传承下来

的口头文化和传统技艺，是祖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旅游发展的重

要资源。

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和非遗资源较

为密集的市县，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保

护与传承非遗的同时，如何通过推进文

旅融合，引入市场机制的力量，以造福当

地民众，助力非遗保护与传承？

积极探索融合发展规律

非遗保护与传承有诸多要坚守的

原则和红线。我们赞成这类观点：不

能将文化生态保护区理解为一般的经

济开发区和文化产业园区，不能以保

护名义建设所谓的主题公园、产业园

和形式主义的楼堂馆所。要遵循文旅

产业发展规律，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对非遗资源进行适当的开发利用，

以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

一是要紧扣客源消费需求。非遗资

源的旅游利用，消费主体是中外游客，自

然要对应游客需求。旅游产品有诸多的

类型，开发景区仅是其一；旅游消费有诸

多形式，观赏+体验也非全部；旅游功能

有诸多方面，促进非遗“变现”仅是其中

之一。应针对非遗资源密集区的市场区

位，做深入研究和需求把握，开发可满足

旅游市场的合适产品。

二是要对应旅游市场规模。客源量

的大小与潜在增幅，是非遗资源开发必

须考虑的问题。要市场调研、策划论证、

规划设计先行，循序渐进，避免一哄而

上、无序开发。

三是要保护与创新相统一。游客既

要看非遗的真品老品，也要看传承与发

展的新品，还要看创作现场、保护性修

复，要有参与和体验的机会。只有纵观

发展演变的源流、创新拓展的幅度，才能

领悟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和可行之道。

四是要适度产业化发展。非遗只有

寓于现实生活和市场需求，争取适度的

规模化发展，才会有存续和传承的可

能。有条件的非遗业态，应积极对应客

源需求，适度探索产业化发展。

努力拓展“非遗+旅游”融合

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是文旅融合

的重要领域，既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开发

空间，也成为非遗传播和受益的重要载

体。要拓展非遗+旅游的融合，我们认

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打造旅游吸引物。说到开发旅

游，人们就会想到开发景区。其实，应更

多从旅游吸引物去考虑，具体要看资源

类型和开发条件。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

治州同仁市为例，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

非遗馆（博物馆）、传承人工作室、宗教寺

院，这就未必适宜开发传统性景区。可

把非遗资源存在的集中片区，视为一处

旅游吸引物，作为非遗文旅小镇建设。

同时，还应加强旅游接待配套条件的建

设，如停车场地、参观廊道、基本线路、体

验场所、讲解服务、商品售卖等，具备相

应条件后方可接待团队旅游。

二是丰富旅游研学体验。研学通常

需要专业的课程设计和组织实施，这类

项目的开发运作，全国已有成熟案例，如

天津杨柳青年画、洛阳牡丹工艺瓷、淄博

琉璃制作、芜湖铁画打造等。以黄南藏

族自治州热贡文化为例，可以将具备条

件的非遗传人的工作室、传习馆作为主

要场地，尽量丰富研学体验的项目，除了

唐卡、青绣、堆绣，还可兼及泥塑、木雕、

彩绘、壁画、石刻等。除了艺术类的研

学，也可有生活类，如工艺品、藏香的加

工；除了新制作的研学，也可进行非遗老

旧作品的修复。

三是开发传统文化名村。不少古村

老街蕴含丰富的非遗资源，适宜开展文

旅融合。如黄山的宏村、西递，苏州的周

庄、同里，婺源的篁岭、江湾，都是此类古

镇老村。以黄南藏族自治州郭麻日古堡

为例，其可选择几户人家开发特色民宿，

搞好业态选配，改善食宿条件，提升文化

和审美，使之具备旅游接待功能；在古堡

内外，也可选择适当空间，开发特色文化

主题酒店，引导村民投身民宿、客栈开

发，为旅游、研学、朝觐者提供住宿或休

闲度假服务。

四是用好民族歌舞资源。民族地区

的非遗资源密集区，蕴藏着丰富的民族

歌舞宝藏，大有文旅融合前景。如黄南

藏族自治州文化保护区的民间藏戏团

（队）有十数家，藏戏从业者有 600 余人。

把这些资源利用好，关键是提供充分的

表演机会。例如，可对接乡村旅游或团

队旅游的接待，在适当地点表演民族歌

舞；可举办面向游客的家庭聚会式的夜

间歌舞Party，也可在剧场演出专门剧目。

五是扩大旅游消费与购物。在旅游目的

地的现场，只有好吃、有趣、好玩，游客才

愿意消费体验。譬如，旅游接待户要庭

院整洁、有文化和审美，餐饮供给既要有

当地特色，也要适合游客口味。旅游购

物的范围很广，可以是当地名优土特产

品，也可以是非遗文创和旅游商品，如一

幅专业精工制作的唐卡价格昂贵，而若

把它制作到瓷盘、瓷板上，变成一件精美

文创，市场就会大开。

优化非遗旅游的发展支撑

将非遗资源集中区域变为文化旅游

的热点，离不开必要条件和环境的支撑。

一是要强化城乡民族文化形象。打

造热门旅游目的地，既要有魅力的旅游

吸引物，还要有鲜明的外在形象。云南

香格里拉上世纪是一座普通小城，而今

变成藏族风貌浓郁的旅游之城。对于非

遗文化集中区来说，其本身有很多自然

优势，关键是在城乡建设上，要加强审美

意识，浓郁文化氛围，营造良好形象。

二是厚植非遗传承土壤。传承人是

非遗传承的灵魂与引领，其工作、研发、

生产、展陈、研学、接待等，需要宽敞的空

间，也关乎旅游和研学接待。对此，有的

省市采取集中建设非遗园区的做法，结

果很多不太成功。我们认为，可以借鉴

浙江省的做法，给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传承用地，其规划设计经核准后，由其本

人出资建设并使用，丽水龙泉市就有这

样的越窑青瓷、龙泉宝剑的家园，均较好

地满足了非遗传承和文化传播需要。

三是拓展宣传平台。做好宣传营

销，是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除了用好

传统媒体、主流媒体外，也要积极利用新

媒体平台。同时，还要以令人满意的服

务，争取游客的积极评价，以赢得好口碑

和回头客；要把节庆和赛事作为文旅宣

传的平台，办好各类民族节庆；要加强对

外宣传，可邀请驻华大使、留学生、外企

高管等，实地了解非遗文化，通过他们扩

大对外宣传影响。

四是改善旅游交通条件。非遗资

源集中的大多数区域，地处偏僻的西部

地区，距离机场和高铁站较远，交通制

约成为文旅发展的瓶颈，需要不断完善

交通条件。

参考 2024年12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刘 青 / 美编：张丽霞
2024年12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刘 青 / 美编：张丽霞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15

“非遗+旅游”，不是简单建园区
◎ 高舜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员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图源：新华社▲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图源：新华社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常年举
办着不同的非遗活动，在这里，不光陈列
着众多的非遗展品，更接续着一片人间
烟火 图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中
国古羌城，当地羌族群众载歌载舞庆祝
羌年 图源：新华社

▲热贡唐卡绘制颜料 图源：青海黄南州
州府同仁市非遗博物馆

▲天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其丰富的题

材、细腻的笔法而著名 图源：央视新闻

▲天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其丰富的题

材、细腻的笔法而著名 图源：央视新闻

▲洛阳牡丹瓷博物馆建于 2012 年，主要
从事牡丹瓷与牡丹文化相关藏品的收
藏、保护和研究等 图源：人民网

▲为进一步丰富冬春季旅游市场，敦煌市组织开展了非遗助力冬春季旅游活动
图源：敦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