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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上至国家机构改革，下至地方业界转型升级，都

在大力推行文旅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开发，在这特殊的时

代背景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一些影响。本文就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原则、开发模式、影响及对策等方面展开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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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早在 2009年国家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就联合发布了《关

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有这样的表述：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近两年，随着国

家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国家文化旅游部，“文旅融合”更

是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热度。文化与旅游如何融合、如何达到双赢发

展，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文旅融合的时代趋势和业界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经历了起步、成长、拓展和综合发

展四个阶段，我国实现了从旅游短缺型国家到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

越， 奠定了以国民大众旅游消费为主体、国内与国际旅游协调发展

的市场格局。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市场规模，我

们都已进入世界旅游大国行列。从旅游业的消费需求、产业内容和



行业发展模式来看，文旅融合是大势所趋。未来，文化旅游的融合

度应该会越来越高。

旅游因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充实了内容，吸引更多的游客而拉动

其行业整体发展；文化因旅游产业的带动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

得到了持续发展的经济动力。发展文化旅游，以旅游为载体，以文

化为灵魂，实现从赶鸭式观光旅游到沉浸式体验旅游的转变，从粗

放低端旅游到精品高端旅游的转变，文化旅游必然生机无限。

二、文旅融合趋势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策略

1、应遵循的几点原则

在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非遗文化极易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

影响。因此，应在保护本地非遗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如果

忽视了保护，盲目开发将会得不偿失。

（1）区域性整体开发。文旅融合趋势下，非遗的保护与发展不

能只注重少数名气大的项目，辖区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

习俗、传统文化等，都可以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只有做

到空间上的整体性开发，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呈现给游客，才能

适应文旅融合的发展形势。

（2）时间性错峰开发。传统旅游受到季节更替、气候气温等自

然因素的制约，有旺季淡季之分。在传统的旅游旺季，由于生态环

境呈现出最适合旅游观光的风貌，吸引大批游客。相反，淡季游客

数量骤减，甚至人迹罕至。在传统旅游淡季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利用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文化，填补自然观光旅游的“空窗

期”，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以往传统旅游淡旺季的资源不均衡状

况便可得到有效调剂。

（3）社会性互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并非独

立体系，而是需要政府部门、相关企业、传承人、群众的全民参

与，实现涵盖全社会的互动机制。政府部门处于主导地位，应加强

规划，整合多方面的资源，出台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企业要

充分发挥社会责任感，开发推广非遗文创产品；社区应经常组织活

动，增加居民的参与度和认同感；老百姓应积极参与到非遗传承和

保护当中；还有教育部门、媒体等都可发挥积极作用，使非遗事业

在社会中得到尊重和弘扬。

2、可采用的几种模式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成旅游资源，把地域特色文化包装成人

文景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论证，全面规划。在文

旅融合的大趋势下，可采用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非遗主题公园模

式和民俗节庆模式。

（1）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

从 1987年起，文化部开始命名“民间艺术之乡”，近年又大力

推行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事实证明，划定文化生态区并切实加以

保护，是使传统文化立体生存的有效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

族群或社区内人们通过口传身授流传下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与有形

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其赖



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既可对辖区内的各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又可保证原生态环境不被破坏，

不受城市建设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达到文化与生态持续互惠发展的

状态。

（2）非遗主题公园模式

在一处专门为开发旅游而建设的特定景区或园区内，通过打造

模拟仿真的原生态环境，组织多种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技艺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的旅游开发模式。

从理论上看，旅游景区里的传统文化是展演出来的，而不是真

正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有利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开放宣传和对外交流，提高其社会认知度；有

利于将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有机整合，互补共赢，实现文化和旅游

最直观、最紧密的融合模式。建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园，就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最成功的非遗主题公

园。

（3）民俗节庆活动模式

我们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单一的文化表现形式。以传统舞

蹈为例，并不是纯粹为跳舞而跳舞的传统文化，往往是与某个传统

节日密切关联的、蕴含了浓厚的习俗文化内涵。而这些传统节日的

一系列习俗仪式，通常又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结合。如在民间开展与

民俗活动相关的节庆活动，并将节庆活动策划包装成独具地方特色

的旅游文化节，组织民间艺人集中进行传统艺术展示展演，既能吸



引大批游客前来观摩参与和消费，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弘扬。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有着丰富

多样的传统岁时节令。民俗节庆活动的开发模式，让传统节日成为

一个地方向游客展示其文化特色的窗口，又能提高本地公众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三、文旅融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及对策

1、辩证看待商品化和舞台化

文旅融合所带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和舞台化，造成传统

文化呈现出片面的、失真的状态，甚至丧失了部分内涵，且人为添

加了新的内容。但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大量游客的涌入，不仅使

偏远落后地区打破了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改变了守旧落后

的传承观念，让当地居民接触学习外来文化，树立起现代商品经济

意识，从旅游发展中获取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保障。在商品

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2、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合理开发

在文旅融合的开发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当的商品化和

舞台化，必须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凭

空编造出来的“非遗”或是面目全非“伪传统”。但是，不是所有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进行旅游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一些具有浓

厚宗教色彩或特殊风俗的项目，其仪式、习仪的开发必须相当谨

慎。

3、文旅融合契机下的文化创意开发



旅游的本质是为旅游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使他们得到精神

文化需求的满足。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既能促使非遗项目在内容或形式上根据市场需求做出设计创

新，又能利用声光电等现代高新技术将其保护并传承发扬下去，给

非遗项目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把握文旅融合的时代契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创开发，使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逐渐符

合现代人审美观念。

结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

化基因，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

发，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借助文旅融合的东风，使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旅游开发会给传统文化注入新

的活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保障和动力。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可以不断充实旅游产品的文化内

涵，推动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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