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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E"年通过了#人类口头及无

形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后%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热潮&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

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各国及地区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 '保护(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的一个主旋律& 然而%我们应

该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对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必须寻求一条有效的保护和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

开发%将不失为其保护和传承的一条重要途径& 因此%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与转型% 不仅在实践

中掀起了一股热潮% 其理论研究也是当下关注颇多的

一个焦点&

本文也是基于这一背景%对国内近年!!$$F)&$%%

年" 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问题研究进行评

述&主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问题*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策问题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开发模式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一$国内研究文献回顾

自 &$$F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通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旋即加入该公约以来%国内

的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说是如雨后

春笋& 笔者检索中文数据库!GBHI"以篇名,非物质文

化遗产( 为关键词% 从 &$$F)&$%%年共有相关文献

%%%C'篇%其中期刊论文 FEJ"篇%博硕士论文 &K&篇%

其它文献 KE&E篇& 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研究更是持续走高& 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的统计%&$$"年关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期刊文献只有 CK$ 篇%&$$' 年

K&L 篇%&$$E 年 "E$ 篇%&$%$ 年达到高峰有 'F& 篇%

&$%%年也有 "E&篇M%N

&

就其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上看%早期!&$$%)&$$C

年"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内涵*特征及价值内涵方面.中期!&$$J)&$$"年"%主

要文献将其关注的焦点放到了各种具体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上.近年来!&$$')&$%%年"特别是随着遗产

%&



旅游业的不断升温! 国内研究文献除了继续关注具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外! 其重心也开始转移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上"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至 !""#年以来!纵观国内的主要研究文献!对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

焦点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研

究

$%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问题!

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旅游

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 强调非物质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积极意义"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问题! 大多数学

者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是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有效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手段"崔凤军&!'

#宋欢&#'

等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是抢救# 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

传承与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余丹 &('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模式的角度认为!民族节庆旅游开发!能使得

保护主体向多元化方向转变#由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

转变#将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结合!在开发和保护

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贾鸿雁 &)'从文化环境的

视角!认为旅游开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固有的生存环境!形成一种人工%旅游&干预下的

'次生态(!在次生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得

到充分保障"

从旅游市场和旅游产品的角度看!陈天培&*'

#刘丽

华&+'等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

资源!将其与旅游市场结合起来!作为助推器的市场就

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强大的原动力" 通过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更能凸显旅游业的地方特色和

民族特色!提高本地旅游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并对旅

游者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视角看!陈炜!唐

景薇&,'等学者认为!旅游开发不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筹集了更多资金! 而且对于遗产传承队伍的稳定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兴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笔者

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分析***基于

保护与传承的视角+ 一文中指出,'通过旅游开发能够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现代发展的环境和生存空间#

能够有效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为其保护提

供必要的资金# 能够提高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

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培养群众基础(

&-'

"

!% 另一种观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持消

极态度! 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

原真性!造成了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及商品化"

张瑛&./'

#刘建平&..'

#黄继元&.!'

#郑小虎#刘平&.#'等学者

认为! 旅游开发的商业性质可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本来面貌扭曲变形!容易造成对遗产资源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原生态性的破坏!使得文化失真"目前我国西

部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就存在过度

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些

学者如顾金孚&.('等不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何一

种开发模式都若隐若显地存在伤害遗产的可能性!并

且强调通过建立健全由法律机制# 行政机制# 规划机

制#经济机制#教育科研机制构成的保障机制来实现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更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持辩

证态度!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能实现

良性互动!因此所谓'保护性的开发(成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是一种良

性互动关系" 肖曾艳 &.)'

#孙国学 &.*'

#王荣敏 &.+'等学者认

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可以为其寻求更多的

保护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能促进旅游业的进

一步开展!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更多体

现在其哲学上的对立统一性"陈炜!高艳玲&.,'

#冯晓宪&.-'

等学者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具有

对立和统一性!强调'本真性(是开发的基础和核心!是

旅游开发之本!旅游开发则是'本真性(的发展和延伸!

只要坚持其开发的'本真性(!就能使其由对立向统一

转变" 与此持相关观点的是凌莎#陈亮!他们强调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不应是'对立性(!应建

立'统一性(!二者是互为手段!互相促进的"

苏勇军&!"'等从保护与开发的原则上论述了二者的

关系"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时! 应坚持

'保护第一!以开发促保护(的原则!努力实现遗产资源

.#



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发展!并提出了"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 !"字方针!提出要转

变"静态保护$的传统观念%

总之!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问

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虽争论颇多!但基本

上达成了共识&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

辩证统一的关系! 合理而有效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开发是能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对策研究

在理论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达成

共识的同时!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将关注焦点放到如何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上! 即开发对策的研究%

基于不同地区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提出了若

干的旅游开发措施!其主要研究和关注两个方面的内

容%

其一是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具体某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对策% 如林庆#$%&以云南少数

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例!分析指出非物遗产的

开发应注重挖掘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 服饰文化#以

及其它手工艺技艺等等之类的物质产品'夏毅榕 #$$&等

学者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具体的产品策

略!强调应从旅游产品的宣传#定位#以及产品策划和

渠道设计等方面具体入手!开发参与性较强的旅游产

品%此外!唐勇#$'&

#史修永#$(&等以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旅游开发为例!从旅游保护模式!旅游主题#形象策划

等方面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框

架%

其二是从宏观的政府政策角度去分析和研究某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对策% 刘松#$)&等学者强调

应加大普查#转变观念#科学规划#完善机制是当前政

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的首要工作! 并指出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主体上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在开发客体上要科学设计非物质文化旅游产品!实

行联合开发'在开发媒介上加大宣传力度!营造非物质

文化遗产旅游的环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邓小艳#$"&基于建构主义原真性

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进行了解读并建立了

相关模型!并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旅游开发过程中!应以"符号意义$为核心!把整个开

发过程看成一个系统的符号化运作过程! 立足核心内

涵!挖掘和构建符号意义!选择合适的载体展示符号意

义!合理引导和启发旅游者参与符号消费%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同于一般旅游

资源的开发!不同类别的"非物$资源!应根据其特点采

取不同的开发对策! 在满足市场消费的同时! 保有其

"原真性$是其开发的关键%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的探讨是其开发对

策的进一步深入!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不同专家学

者针对不同的"非物$资源提出了不同的开发模式%

首先! 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具体旅游产

品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这决定了其旅游产品转型的

根本方向% 范玉娟#$*&提出了形象经营#休闲演艺#节事

旅游和旅游商品开发等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模式'刘桂兰!刘楠霞#+,&在研究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旅游开发模式提出了"原真性博物馆$#"生态文化园

区$#"实景舞台式$#"原生地融入$#"旅游商品$等五种

可供具体操作的旅游开发模式'肖瑜 #+-&在研究大连市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时提出了主题旅游线路

模式#展览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博物馆模式#非物质文

化遗产周模式#旅游商品模式%以上文献所总结的模式

虽略有差异! 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其转型旅游产

品本身形态来讨论的%

其次!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表现

形式上来看!也有较大的差异!其开发模式也不同% 韩

双斌 #'.&认为!抚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采取

静态开发模式!如专题博物馆#传习机构及教育基地以

及活态开发模式!如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贾

鸿雁 #'!&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取原生地静态开发#

原生地活态开发#原生地综合开发#异地集锦式开发等

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过程其实就是有形

化利用的过程!罗春培 #'+&提出了依托型#展示体验型#

综合型和主题型等模式'杨洪!袁开国#''&认为湖南省侗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采取景区依托式 /原生

态开发0#市场依托式/迁移式开发1两种模式'王荻#'(&认

为! 古镇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采取主题深入式以

及附着扩展式%

最后! 更多学者在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转型

模式时!强调了对遗产资源的保护% 李#')&等学者总结

出了生产性保护开发模式! 强调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罗茜 #'"&从利

益相关者视角构建了由政府#旅游企业#当地村民和学者

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合作开发模式'龙先琼!蒋小梅#'*&

提出了区域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效

性# 保真性和系统性三个重要原则以及 "保护存续空

间#优化传承机制和增效社会价值$的路径模式'张国

超#',&认为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最基本特征!

决定着"以人为本$的开发保护模式!是所有非物质文

%(



化遗产类型保护和开发的根本模式!

三!结 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形成的关于文化大发展和大

繁荣的"决定#指出$我们要不断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利用途径$ 而旅游开发不失为一项重要手段$因

此$对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利用研究%对策

模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选取的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问题

的研究文献$ 其共同点是支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旅游开发和转型! 不得不承认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旅游开发过程中会造成对资源本身的破坏和影响$作

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对其保护更应是我辈责任!因

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规制研究

就显得尤为必要$尤其是对开发主体的确定%制度性监

督体系的构建% 遗产资源管理立法等等宏观政策的研

究!非常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文献却非常稀少!另外$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成为当下实践中的一个热

潮$也是理论研究的焦点$但是否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得走旅游开发之路$ 其开发的必要性及意义又是什

么$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

类及分级研究$ 确定具体某类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主从

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是未来必须关注的焦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国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

游开发方面的相关文献较少$更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的文献关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

以及针对具体某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讨其保护

措施及保护对策! 国内外研究者文献关注焦点的差

异$反映出国内外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根本观念

的差异! 国内强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资源来加以

利用$ 而国外则强调将其作为珍贵遗产加以保存$少

量文献虽然也探讨了"非遗#的开发利用问题$但大都

强调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 国内外关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利用观念上的差异$ 很值得我

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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