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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角下晋南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摘  要 ：晋南人文历史文化厚重，民俗旅游资源丰富，非遗项目众多，本文从非遗视角通过调查晋

南地区民俗旅游资源概况，提出晋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以丰富晋南地区旅游业态，实现民俗旅

游的发展与传承，推进形成晋南地区全域旅游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 ：晋南  民俗文化  旅游  文旅融合

刘华琳

2003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32 届会议正式通过了《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 年

我国作为第六个签约国加入该公

约，并于 2005 年颁布了《关于加

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从此“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一外来词语被中国官方及

学术界启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工作极大地推进了民俗学的

发展，引起政府、社会对民俗的

关注，民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开始受到学

界研究者关注。

随着国家提出文旅融合、全

域旅游、产业融合等发展战略，

民俗文化以其极具地方特色的文

化性、体验性深受旅游者青睐，

并以其广泛的群众性成为带动乡

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

径。本文从非遗的视角，提出晋

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实现民俗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

承。

一、晋南民俗文化旅游发

展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非遗民俗文化保

护、发展与传承

现代 文明的冲 击， 使 得许

多传统民俗文化逐渐弱化甚至消

失，因此通过挖掘地方民俗文化

特色，并将之通过一定的方式呈

现给大众，是实现民俗文化传播

与传承的有效 途 径，开发即保

护，在民俗旅游文化的开发发展

中得以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

（二）文旅融合、产业融合

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目前，旅游需求更多地倾向

于在旅游中增长知识的教育功

能、基于参与性的乡村旅游民风

民俗体验功能。越是地方的，越

是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很

好地具备了这一要求，文旅融合

背景下，“旅游 +”已变成旅游市

场的主体，极大地满足了游客在

旅游活动中对文化的追求 , 实现

了由景点中心向旅游目的地中心

转变,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三）发展乡村旅游、实现

乡村振兴的有效措施

民俗是一定区域民众长期生

活中形成的生活习惯、文化的总

和，有着很强的民众基础，很多

民俗都是依托于群众基础的，如

晋南传统的剪纸、织布技艺、花

馍、鼓乐等等，都是源于乡村民

众，在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

政策背景下，深入挖掘乡村的民

俗文化 , 可以极大提高乡村旅游

的吸引力，且能带动就业，促进

农产品、工艺品销售，促进旅游

扶贫，实现乡村振兴。

二、晋南民俗文化旅游资

源概况

（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

根 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网公布的 4 批非遗项目，山西省

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68

项，晋南占 46 项，占全省总量的

26.8%，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共 704 项，晋南占 214 项，占

比 30.4% ；类型涵盖了舞蹈、音

乐、戏剧、曲艺、民俗、传统技

艺、传统美术等国家非遗项目的

10 个类型。省级非遗项目中传统

医药、民间文学、民俗、传统美

术等占到全省比例的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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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项目也均占到全省的 20% 以

上，民俗旅游资源丰厚。

（二）类型结构不平衡

国家级非遗项目排在前四位

的是 传统技艺、传统 戏剧、民

俗和传统舞蹈，分别占 19.6%、

19.6%、17.4% 和 13%，总占比达

到 70% 左 右 ；省 级非 遗项目排

在前四位的是传统技艺、民俗、

传统美术和民间文学，分别占到

19.6%、14%、13.6% 和 12.6%，

总占比达到 69.1% ；不同类型的

非遗项目数量差异较大，数量最

多的是传统技艺类、民俗、传统

戏剧，而曲艺、传统医药、体育

游艺杂技相对比较少。

1. 各类型的非遗资源相似性

较高

如表 2 所示，以传统舞蹈与

传统戏剧为例，稷山高台花鼓、

翼城花 鼓、万荣花 鼓都是属于

花鼓的不同表演形式 ；眉户戏、

蒲州邦子等戏剧的相似性也比

较大，只是在项目特征、传承状

况、保护单位等方面存在差异，

这种特性可以考虑在后续旅游资

源开发发展中实行整合发展模式。

2. 地区分布较为集中

从晋南地区民俗旅游资源

地域分布情况看，各类民俗资源

分布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集中沿

黄河及汾河流域分布。运城地区

非遗项目主要集中在沿黄河流域

的永济、稷山、万荣、新绛、河

津、平陆等地，临汾 地区沿河

流域的永和、大宁、吉县等地。

二是集中指向交通区位发达的区

域。晋南非遗项目集中分布在侯

马、洪洞、临汾、运城、永济等

铁路沿线及其周边，呈现出沿铁

路轴线及其两极分布的特征 ；传

统舞蹈和传统音乐集中分布在临

汾、侯马、曲沃、稷山、翼城、

新绛等地，都集中在铁路沿线附

近，并且项目相似性比较大，体

现出交通对区域文化传播与发展

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晋南民俗文化旅游开

发模式

（一）区域联动发展模式

鉴于晋南地区民俗旅游资源

分布特征，为避免相近区域同质

化旅游资源的空间竞争，需要对

相近区域的资源进行整合，实施

跨区域合作发展。如传统舞蹈

类稷山高台花鼓、翼城花鼓、万

荣花鼓、临汾威风锣鼓、侯马麒

麟 舞、襄汾天塔狮舞 等，资源

相似性高，在发展过程中势必存

在同质化竞争，产生此消彼长的

结果，因此要打 破政区壁垒，

实施 跨区域统 筹规 划、协同发

展。选定最佳区位，以舞台化、

剧场化或者时序化民俗节庆的形

式整体规划推广，以达到规模效

应，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如定期

策划举行大型“晋南传统舞蹈比

赛”“传统音乐舞蹈巡演活动”

等，实现规模化经营，带动区域

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二）旅游商品特色化、品

牌化发展模式

旅 游业 六要素中， 购物是

拉动区域经济，宣传地方特色文

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缺乏具有

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一直是晋南

乃至山西旅游发展的一大薄弱环

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文

化、民族民俗文化、传统农耕文

化等，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提升传统工艺产品品质和旅

游产品文化含量。

晋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

非遗资源丰富，地方特色突出，

文化内涵丰富，要从政府层面给

予高度重视与支持，在政策、环

境、传承与发展、市场规范等方

面给予引导，在产业布局、市场

推广方面予以统 筹规 划，实现

传统非遗项目向市场的转化，丰

富晋南的旅游商品市场，打造特

色品牌，提高旅游商品质量 及

内涵。如平阳木版年画、闻喜花

馍、澄泥砚、稷山螺钿漆器等均

可引入旅游商品市场，通过包装

打造晋南地区旅游商品品牌。

（三）节庆主题化发展模式

晋南

全省

占比

传统
舞蹈

传统
音乐 曲艺

传统体
育、游艺
与杂技

民间
文学

传统
美术

传统
技艺

传统
医药 民俗 合计

18

77

23.4%

9

31

29%

8

27

29.6%

42

158

26.6%

30

90

33.3%

15

55

27.3%

8

27

29.6%

29

90

32.2%

16

37

43.2%

214

704

30.4%

表 1 山西省省级非遗项目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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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

更强调活动的动态性、参与性和

可持续性。根据山西省黄河板块

总体规划，要打造黄河湿地和中

国古文化休闲片区，打造“古中

国、华夏风、情满晋之南”旅游

形象，其中就包括了十大旅游项

目、多个节庆活动。晋南历史文

化丰厚，民俗节日众多，如蒲县

东岳庙会、隰县小西天庙会、洪

洞大槐树祭祖、关帝庙文化节、

黄河湿地文化节等传统民俗文

化节日，要提炼节庆主题元素，

丰富主 题活动，同时将 传统舞

蹈、传统音乐等项目融入节庆活

动中，实现民俗 + 旅游的新业态

发展模式。如目前 洪洞大槐树

清明节的祭祖活动、蒲县东岳庙

的“四醮朝山”活动、运城市的

“古中国·大运城”美丽乡村百花

节等，已经将晋南的威风锣鼓、

特色饮食、地方戏剧等民俗文化

融入特定的祭祖、朝山、赏花等

活动中，极大推动了当地民俗的

社会影响力。

（四）非遗项目与相关高校

合作产学研一体化旅游发展模式

传 统民俗文化的创新与传

承是民俗文化发展中面临的最大

问题，山西省省级非遗项目 704

项，传承人只有 106 个，民俗文

化的 传承性、 创 新力不足。 因

此，非遗项目与相关高校合作，

实施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

在非遗文化的创新与传承方面共

同参与，确保传统文化的发展动

能。同时，积极开展研学旅游项

目，在各级各类学生群体中开展

观摩、体验、研发等研学旅游产

品，实现旅游与教育协同发展。

（五）“一村一品一文化”主

题化发展模式

首先，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挖掘乡村的民俗文化是乡村

旅游发展的关键，晋南地区如何

实施差异化协同发展，应当借鉴

成都三圣花乡五朵金花的案例，

实施一村一品一文化的主题化发

展模式。挖掘民俗文化要素，各

村差异化定位，将晋南特色民居

窑洞、特色饮食（农家乐）、农业

休闲（赏花、采摘等）、非遗项目

产业参观学习、传统舞蹈音乐表

演等民俗文化按区域定位，差异

化发展，实现功能互补，区域联

动发展，同时也能集中优化发展

民俗旅游资源。

其 次， 也可实 施民 俗村的

发展模式，挖掘各种民俗文化要

素，建立主题化的民俗村落，在

现有传统古村落的基础上，完善

配套设施，形成集传统文化、民

俗特色于一体的主题度假区。

（六）旅游演艺发展模式

旅游演艺是目前旅游发展中

较具活力的一种发展模式，也是

文化活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已经

是旅游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民

俗文化演艺模式可以有以下几种

形式 ：

一是景区嵌 入型。传 统技

艺、游艺民俗、婚俗、传统体育、

服饰民俗等元素可以融入到景区

非遗项目名称

鼓舞（稷山高台花鼓）、翼城花鼓、鼓舞（万荣花鼓）、麒麟舞

（麒麟采八宝）、狮舞（天塔狮舞）、高跷（高跷走兽）

绛州鼓乐、晋南威风锣鼓、锣鼓艺术（软槌锣鼓）

蒲州邦子（运城市）、蒲州邦子（临汾市）、碗碗腔（曲沃碗碗

腔）、道情戏（洪洞道情）、傩戏（任庄扇鼓傩戏）、眉户（运城

眉户）、眉户（晋南眉户）、线腔、锣鼓杂戏

翼城琴书、曲沃琴书

通背缠拳

董永传说、尧的传说、笑话（万荣笑话）

面花（闻喜花馍）、面花（新绛面塑）、木雕（永乐桃木雕刻）、

木版年画（平阳木版年画）

家具制作技艺（晋作家具制作技艺）、酿醋技艺（小米醋酿造技

艺） 、皮纸制作技艺（平阳麻笺制作技艺） 、金银细工制作技

艺 、漆器髹饰技艺（绛州剔犀技艺）、漆器髹饰技艺（稷山螺

钿漆器髹饰技艺） 、砚台制作技艺（澄泥砚制作技艺）、传统面

食制作技艺（稷山传统面点制作技艺）、窑洞营造技艺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点舌丸制作技艺）

庙会（蒲县朝山会）、民间信俗（关公信俗）、抬阁（芯子、铁枝、

飘色）（万荣抬阁）、祭祖习俗（大槐树祭祖习俗）、洪洞走亲习

俗、中和节（永济背冰）、中和节（云丘山中和节）、尉村跑鼓车

类别

传统舞蹈（6 项）

传统音乐（3 项）

传统戏剧（9 项）

曲艺（2 项）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1 项）

民间文学（3 项）

传统美术（4 项）

传统技艺（9 项）

传统医药（1 项）

民俗（8 项）

表 2 晋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来源 : 整理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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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艺活动中，如景区常见的糖

人技艺、皮 影戏表演、婚 俗 表

演等。二是专题演艺型。如目前

旅游演艺中的“印象”“又见平

遥”“又见五台山”等系列，通

过专业的灯光、舞台等技术设计

形成独立的主题演艺，成为景区

的一个新形态，该类型大多依

附于特定景区。三是综合性演

艺型。如“宋城千古情”等，演

艺内容涵盖了某一区域的各类民

俗，此类综合演艺大多存在于主

题公园。四是民俗节庆表演。如

大槐树祭祖表演等。不论哪种形

式的演艺，都是民俗文化活化的

重要载体及表现形式，晋南地区

应根据旅游发展规划，建立各类

旅游演艺团队，鼓励各种民俗文

化向旅游渗透。

（七）“展馆”发展模式

晋南地区沿黄 河流域的农

耕文化、尧舜禹历史文化、黄河

文化、各类传说、民间文学、笑

话、传统技艺、根祖文化等民俗

文化资源丰富，应根据不同民俗

文化特点，以博物馆、展览馆、

博览会等形式开发民俗文化旅游

资源，以不断凝练文化特色，呈

现晋南地区丰厚的人文历史文化。

总之，民俗旅游资源文化性

强，群众参与率高，在乡村文化

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将会凸显

出积极作用，是实现文旅融合、

全域 旅游发展的有效措施，也

将会是旅游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一

种旅游新业态。晋南人文历史文

化深厚，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地

方特色 显著，具 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这对充实晋南旅游产品类

型、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带动

晋南地区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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