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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旅游开发的民俗资源凭借——以甘肃陇南为例 

董平，师守祥 ，张胜武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 乡村往往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而且这些乡村民俗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从旅游与民俗关系的论述入题，以陇南为例，研究 
乡村民俗文化特点及旅游开发价值，并对其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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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与民俗的关系_】J 

1．1 旅游为民俗资料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是我国文人学者的优良传统，他们借助到全国各地的 

游历，了解各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大量的游记文献是他 

们不辞千辛万苦、跋山涉水、采风问俗、旅行考察而写下的旅 

行实录，其中就有大最的民俗资料。浩如烟海的历代游记文 

献不仅是我国旅游发展历史的见证，而且为我国保存了大量 

不同朝代的民俗资料，为今天民俗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2 旅游丰富了民俗内容 中国旅游的历史相当久远。出 

游的人群，在古代基本上有2类：一是士人仕宦，=是宗教布 

道者及其信徒；现代则涉及各行各业，士、农、工、商，包括为 

消遣、事务、健康而出行者，为公务、会议而出行者，为商业、 

学习而出行者等等。他们在长期的旅游活动中，逐渐形成模 

式化的旅游行为和旅游思维模式，并经久传承，成为民俗的 

重要方面。比如我国的黄金周，西方的带薪假期，也已经逐 

步融为民俗的重要方面。 

1．3 察风观俗是推动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古代中国， 

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民俗的作用，把民俗看作是一面镜子， 

以此了解民间疾苦、生活状况，考察政治得失。早在周朝，周 

天子就设置“蝤轩之使”，出使四方，负责收集天下民俗善恶， 

以观政绩。汉代设置“风俗使”、“乐府令”，出巡四方．观察民 

俗。大凡历史上政治清明之世，无不与重视民俗观察有关。 

察风观俗，是历代统治者实施和巩固统治之道，同时又 

成为统治者巡游天下的理由。中国古代，上自帝王，下至府 

县仕宦，以“观风察俗”、“与民同乐”、“祭神禳灾”等说辞进行 

旅游的例子不胜枚举。 

1．4 民俗充实了旅游内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围家，各 

个民族都有灿烂的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不同民族有不同 

的民俗，同一民族的不同区域，民俗也有差异。民俗文化的 

差异性吸引着旅游者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去旅游，旅游地的民 

俗成了旅游者十分重要的观赏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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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 

2．I 陇南乡土与民俗 多民族相处融洽，共同开发陇南，悠 

久的历史和地处甘、陕、川三省交汇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 

了陇南社会文化鲜明的边缘性和多元性的地域特色_2_2。陇 

南文化，既是古代氐、羌、藏等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又 

是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汇_4J。独特的风俗民情，特别是 

乡村民俗，深受史学界的关注和游人的青睐。 

在宕昌县境内眠江两岸的官鹅乡和新城子乡，生活着由 

古宕昌羌与吐善长期融合而成的藏族同胞，有着独特的风 

俗，融宗教信仰与娱乐为一体的“陆意定资格”和“朝山神”活 

动，场面壮观，锣鼓喧天，歌舞不断，体现出他们拒抗自然灾 

害的勇气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3。文县境内白水江自然保 

护区铁楼乡的白马藏族同胞，是古代白马氏人的后裔，他们 

不与其他民族通婚，其独特的婚礼仪式和每年正月十五举行 

的古老宗教活动“池歌昼”，场面庄重，每年五月端阳的“采花 

节”，充满了生活情趣。在陇南各县，无论是田问地头，或是 

山林深处，赶集途中，到处都能听到高亢嘹亮的“洮岷花儿”， 

不少地方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广大群众的“两当号子”，舞 

姿别致的武都“高山戏”，文县的“玉垒花灯戏”等民间文化形 

式，异彩纷呈，尽显民族风采。宕昌沙湾，官亭等地群众自酿 

的“咂杆酒”，历史悠久，口感醇厚绵长，是待客的佳酿。山区 

群众惊险激烈的狩猎活动，及“见者有份”的古朴遗风，都能 

使旅游者感到陇南乡村人民的热情纯朴_3』。 

2．2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分类 对民俗旅游资源，进 

行科学分类，是民俗旅游资源评估、规划、开发和保护的基础 

性工作，是发展民俗旅游的基本依据。民俗旅游资源的分 

类，取决于民俗的存在形态，表现形式以及民俗旅游者的需 

要，旅游开发企业的目的。缘于不同的视角，它可以有多种 

分类的标准和分类方案。从有利于激发人们旅游动机的角 

度出发，笔者按照民俗旅游者的行为动机(需求方式)将陇南 

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列举如下(表 1)。 

消遣观光类包括人民、民居、服饰、庙会和节日活动等亚 

类，以下将简单介绍各个亚类的典型代表。人民具体表现为 

多民族聚居；陇南乡村民居大多表现为“_=三合院”，与北京四 

合院不同，陇南乡村民居多以“三合院 的方式出现，即整体 

院落以一座坐北朝南的5问上房和两侧的各 3问偏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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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上房的院墙构成，院墙处开有独具特色的大门；此外，文 

县境内少数民族居住的吊角楼也是别具特色；服饰具体表现 

为藏羌服饰，现今甘肃和四川交界的文县、平武一带，汉魏南 

北朝时期就是氐人居住活动的地区_4J。由于这一带的特殊 

地理环境，受外界影响较小，这里的少数民族，据宋元明清的 

有关记载，都称他们为氐羌遗种的番人，解放后又称他们为 

“藏族”，现在他(rl~i 1万多人，在语言、穿着、风俗习惯、宗教 

信仰等方面都与藏族有极大的差异，而生活在今宕昌境内的 

“藏人”，有学者认为属古代羌人后裔，他们与藏族同样差别 

极大l2J。有关他们的语言、服饰、习俗、信仰等的具体研究， 

不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陇南各地都有各种形式的庙会，西 

和观山在端午前后，岷郡山在中元节前后均有庙会，且已经 

对游客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西和县 

志》有云：元旦日，多操鼓乐，馔酒肴，停业娱乐。且有扮演秧 

歌，杂戏者，盖以古者逐瘟之意l5J。而在陇南诸县，尤其是乡 

村地区，这些古时流传下来的春节活动在今天依然保存的相 

当完好，最具代表性者为春节期间的“唱戏”活动，流传方式 

足在春节期间邀请外地木偶剧团赴当地演出，而近年来，也 

有村民自娱自乐唱秦腔的，比如西和的董河村，他们利用祖 

上传下来的戏箱在春节期间自娱 自乐唱秦腔，而且事实证 

明：此种新兴的活动方式比传统方式更具吸引力。 

表1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分类 

参与娱乐类包括娱乐、社火、乞巧和饮食等亚类。以下 

将简单介绍各个亚类的典型代表。娱乐类以跳踺子和花儿 

会为代表，在陇南乡村，踺子不是用来踢的，而是用来跳的， 

“花儿会”也独具特色；社火是陇南乡村比较大型的可供游客 

参与的活动，陇南社火的起源，主要源自于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花灯戏和高山剧，已有千百年的历史了，有高跷、龙灯、 

狮子舞、威风锣鼓等几种形式_3 J。值得一说的是陇南社火的 

高跷足有1．5m左右；西和乞巧更是别具特色，乾隆年间西和 

县志有云：“七夕”，人家室女陈瓜果拜献织女星，以“乞 

巧”_5 J。而如今的西和乞巧是这样的：农历六月中旬以后，正 

是农家收完麦子的时候，农闲时间的农家女儿于傍晚时分聚 

在一起学习舞蹈，并于七月初--N七月七去邻村的乞巧组织 

处演出，初七晚上有一个敬献织女星果子的活动；饮食被人 

们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等文化内涵 6。饮食类以搅团、黄酒 

和西和锅盔为代表，武都搅团用洋芋作成，味道独特，黄酒多 

以小麦酿造，香醇可口L3J，西和锅盔厚达六公分。 

考察型又分为文艺、信仰、语言、神话、婚丧和生产等亚 

类。以下将简单介绍各个亚类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陇南乡 

村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涌现出了《燃烧的绸缎》、《仓山梦》等 

文艺作品；神话类以伏羲传说为代表，西和境内流传着伏羲 

诞生于仇池山伏羲崖的传说；受古老遗风影响，婚丧礼俗独 

具特色；由于陇南山大沟深，现代耕作工具无法使用，所以其 

耕作方式依然具有古代特色。 

商品型包括工艺品、土特产和服饰等亚类。工艺品以剪 

纸为代表，陇南民间剪纸以其装饰性和对称性的特点对各地 

客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l3 ；土特产以民间根雕、各种药材 

为代表；服饰主要是各类民族服饰。 

3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特点 

3．1 原始性 如今陇南宕昌县境内眠江两岸的官鹅乡和新 

城子乡，文县铁楼乡白马藏族乡生活着由古宕昌羌与吐善长 

期融合而成的被称为“藏人”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宗教仪式 

“陆意定姿格”和“朝山神”活动，无不体现出其先祖羌人的特 

点。而由于陇南多山的特点，其农业生产活动如耕地、播种 

小麦等仍然具有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活动的特点，至今依然不 

用机械而使用人力和蓄力进行农业生产。如今陇南的某些 

汉族居地，依然流传着春节吹牛角号这种古代羌人乐器的活 

动。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陇南乡村民俗的原始性。 

3．2 多样性 由于陇南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 

方，古代氐、羌、藏等民族都曾在陇南大地上生存过，而且秦 

陇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汇于陇南。现代陇南乡村民俗，不可避 

免地受到了如此众多民俗与文化的综合影响，多样性是陇南 

乡村民俗的又一重要特点。 

3．3 神秘性 如今文县境内白水江自然保护区铁楼乡的白 

马藏族同胞，是古代白马氏人的后裔。他们不与其他民族通 

婚的行为和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的古老宗教祭祀活动“池哥 

昼”无不具有神秘色彩。上述宕昌境内的古代羌人后裔的宗 

教活动“陆意定姿格”和“朝山神”活动，也极具神秘色彩。即 

使在陇南乡村的汉族居地，其古代先民的遗风仍然能在他们 

的生活中扑捉到影子。所以，神秘性构成了陇南乡村民俗中 

最具吸引力的特点。 

3．4 朴实性 在陇南各县，无论是 田I 地头、山林深处、赶 

集途中，到处都能听到高亢嘹亮的“洮岷花儿”。不少地方一 

年一度的“花儿会”，惊险激烈的狩猎活动，以及“见者有份” 

的古朴遗风，更是陇南乡村民俗具有朴实性的典型范例。 

4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 

4．1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 

4．1．1 资源优势。旅游资源是一个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先决 

条件。一个地区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价值状况，可利用条 

件等直接决定了该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潜力。关于陇南乡村 

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资源优势，可从以下巴兆祥提出的评估 

体系中略见一斑l8j(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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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优势分析 

． ． ． 
珍惜古悠 奇特 密集完整观赏 愉悦 组台饱和可进 

一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消遣观光型(春节活动) 高 很高一般 一般 高 很高很高 一般 高 一般 

参与娱乐型(西和乞巧)很高一般 高 一般 高 很高 很高 高 很高一般 

考察型(伏羲传说) 很高很高 高 一般 高 一般一般 一般很高 一般 

商品型(陇南剪纸) 一般 高 一般 高 高 高 高 高 很高一般 

注：资源类型括号中为此类典型代表；价值因子为巴兆祥提出的。 

4．1．2 环境优势。旅游环境是旅游活动得以存在和进行的 
一 切外部条件的总和，涉及到自然环境，也涉及到社会环境、 

经济环境和气氛环境。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环境 

优势主要体现在其自然环境和气氛环境上。 

陇南乡村的自然环境优势非常明显。陇南森林覆盖率 

居全省首位；植被覆盖率更高，裸露的岩石、地面较少；水质 

良好，山中的泉水、地下的井水都可以作为人畜饮用水；大气 

能见度好，光线充足；空气新鲜，氧气含量较高；同时，由于人 

口密度低、耕作方式传统、没有现代工业，因此，陇南乡村噪 

声少、污染程度低，优良的自然环境为开展陇南乡村民俗旅 

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由于古代羌族在这里仍有后裔，陇 

南给人一种“神秘”的色彩，这毫无疑问提升了开展陇南乡村 

民俗旅游的气氛环境。 

4．2 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4．2．1 开发项目应体现乡土性、古朴性。陇南乡村民俗旅 

游项目的开发当立足乡土，展现其本来面貌，坚决杜绝以下2 

种倾向：一是过分艺术化、舞台化，逆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旅 

游发展潮流。二是洋化，将西方东西掺进中国的民俗之中，这 

在歌舞、演艺活动及工艺品方面尤为明显。失去了乡土气息和 

原始气息，也就意味着民俗的纯朴美不复存在。 

4．2．2 开发应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合理布局、形成整体。 

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注意发挥区域特色，而且不能 

忽视各地民俗的共通性，民俗旅游景点景观布局要多样化， 

尽量避免重复。开发后的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应该是 

个整体，应结合我国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步骤， 

对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使旅游 

业在当地生态环境容量、居民日常生活环境容量、农业生产 

容量承载许可的范围内可持续发展_9J。 

4．2．3 开发应由点到线、面，循序渐进。鉴于陇南旅游业 

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其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循序渐 

进。一般应先选择在乡村民俗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开 

发，再将各民俗旅游点串联成线，进而带动整个陇南乡村民 

俗旅游的开展。 

4．2．4 宣传应与开发同步。在市场经济发达、竞争白热化 

的今天，加强宣传，乃是招徕旅游者的最佳途径。陇南旅游 

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游客相对较少，其知名度也低，为了保 

证陇南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后即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必须保证宣传与开发同步进行。 

4．2．5 努力塑造陇南乡村民俗的旅游品牌。旅游经济是 

注意力经济，旅游产品的品牌和知名度对旅游地的发展至 

关重要-lol。因此，耍努力塑造陇南乡村民俗的旅游品牌， 

可通过举办乞巧节、花儿会、各种庙会的方式来扩大影响、 

树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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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数量变化的第 3主成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 

着城市区域的扩张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用地扩张。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增加，建房、 

修路以及各种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等非农用地大量增加，占 

用更多的耕地。其次，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乌鲁木齐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 加 

世纪90年代以来，乌鲁木齐相继建设了很多大型宾馆与酒 

店，这说明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虽然带动了乌鲁 

木齐经济的发展，但也占用了大量的耕地。 

3 结论 

通过因子分析，影响乌鲁木齐耕地面积变化的 9个因 

子分别概括为社会系统压力与经济发展动力、农业科技进 

步动力、社会发展动力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总人 口、人均 

GDP、工业总产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粮食单产、城市化 

水平与第三产业占总产值比重是引起乌鲁木齐耕地面积变 

化的重要因子，是造成耕地减少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加大 

投入改良耕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效应，加强土地 

整理、保护农业用地需求l6、控制人口增长、协调人地关系 

能够增加乌鲁木齐市的土地效益，确保经济和社会发展对 

耕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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