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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突破策略研究 
王维君 1  吴东利  张若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河北邢台  054035） 

摘要：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民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于振兴中华传统文化均有着促进作
用。经济发展是以体现先进文化为根本，以人类文明及技术进步为动力，要想充分发挥区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推动作用，需要积极弘扬当地的地域文化，全面提升地方文化品味。邢台作为“中国十大古城之一”，拥有丰富的地
方特色民俗文化与历史文化，推动邢台市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可提升当地知名度与美誉度，提升邢台市的区域竞争力。
本文以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突破为主题进行论述，对于邢台市民俗文化发展现状进行探究，分析邢台市民俗文化
产业发展突破路径，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其他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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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俗文化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形

式，其中包含节日风俗、生产劳动民俗以及生活民俗等
内容构成。[1]河北省是燕赵文化的一部分，与齐鲁文化、
巴蜀文化以及淮文化等区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延续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邢台市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十大城市之一，
其拥有历经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曾历经四次建国、五
次定都，也出现过李牧、魏征等历史名人。[2]邢台内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社会人士关注，邢台区域特色文化
开发相对缓慢，相较于邢台内丰富资源所开发的民俗文
化资源仅有一小部分，特色文化链条也更少。邢台作为
我国小型城市只有深入挖掘自身优秀文化与特色文化，
才能唤起市民对于邢台市民俗文化的自信心，全面带动
区域文化内涵发展。在新形势下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已成
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内容，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可促
进当地民俗文化传承，全面推动邢台地区经济发展。 

一、邢台市民俗文化开发现状 
近几年来邢台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升，在邢学生数

量以及在邢工作人员的数量明显增加，促进邢台市极为
关注区域特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邢台拥有极为深厚的
文化底蕴，在民间流传许多民俗文化形式。威县乱弹剧
目约有三百多出，代表剧目便是《临潼关》、《煤山》、《王
莽篡朝》等，唱腔拥有极为明显的俗曲痕迹，演唱类似
于丝弦腔。同时威县乱弹保留了南曲以及檀板司节奏的
习惯，传统文场伴奏乐器则是唢呐、七孔笛，威县乱弹
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为主，表演特技包含
飞锥穿叉、滚绳卷帘等娱乐项目。隆尧招子鼓原称鼓会，
由于鼓手背上插有鼓招子，故被称之为招子鼓，招子鼓
的器乐主要是打击乐、大致分为鼓、锣、钗三类，其具
备欢乐、曲调明快的浓郁民间风格，拥有极为深厚的群
众基础，关于招子鼓并未有文字资料记载，是在民间群
众内口耳相传，从历史角度来看隆尧招子鼓为当地群众
文化生活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民俗历史文化资源方
面，邢台市拥有历史文化名村英谈，拥有郭守敬纪念馆、
黄巾起义军寨、义和团议事厅等历史文化遗址，同时也
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邢窑遗址”“宋代普利寺
塔”等人文景观。此外在民俗宗教旅游资源方面，邢台

市南和县拥有一座白雀庵，始建于北周时期传说是观音
菩萨的出家修行地区。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可促进
第三产业发展进程，进一步优化邢台市产业结构。开发
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打造民俗文化精品，可推动邢台
市民俗旅游，提升当地的知名度以及美誉度。民俗文化
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一种可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内容结合在一起，融于人民群众的血脉与生活流
程，存储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心理结构中，全面开发民俗
文化可丰富人们生活，强化社会集体意识水平，提升群
体内聚力。[3] 

二、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突破路径 
（一）重视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邢台市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保护好民

俗文化，积极开展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为此需重
视民俗文化的传承人，重视传承人的培养与选举工作，
引导民俗文化传承人能够采取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份工
作。同时需要做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将
有价值的民俗文化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
来，引导传承人积极参与其中，在开发民俗文化商业项
目时，国家政府部门也要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确保民
俗文化传承工作能够高效开展。此外需要积极开展民俗
文化的宣传活动，让人民群众了解邢台市当地极具特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也可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开展
宣传工作，积极听取多方群众的建议引发群众的共鸣，
结合不同类型的民俗文化项目，继而展现出邢台市生活
文化的变迁。 

（二）全面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产业 
1、积极开发中高端旅游产品 
为深入挖掘民俗文化需要对邢台市各个景点进行考

察，掌握邢台市民俗文化开发的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
民俗文化的发展动力。基于人们的需求提升民俗旅游产
品的娱乐性与参与性，改变以往邢台市民俗旅游产业单
一表演模式，赋予邢台市民俗旅游产品的内涵与品味。
在邢台市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可选择开发中高端
型旅游产品，在原有旅游设计的基础上开发综合性民俗
文化旅游景区，开发高端的旅游度假项目，综合民俗文
化展示、旅游体验与旅游度假等方面内容，全面提升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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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市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层次，为旅游者带来良好的旅
游体验，让更多的旅游者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民俗文
化旅游活动来提升产业化发展成效。同时需要对民俗文
化旅游产品价格进行控制，以增强消费者旅游体验为出
发点，积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此外为了吸引更多
的民俗文化爱好者来邢台市旅游，邢台市地方政府部门
需要与当地旅游企业协调完善当地旅游基础设施，为外
地来邢台市旅游的游客提供便利，也要向居民灌溉输入
旅游服务理念，让当地居民向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
务。[4] 

2、不断完善旅游营销活动 
在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借助现代

化网络平台开展邢台市民俗文化宣传活动，全面提升民
俗文化营销宣传效果。网络宣传渠道的成本投入相对较
低，民俗文化宣传范围相对广泛。当地旅游企业在网络
宣传过程中不仅要制作精美的海报，也要围绕邢台市民
俗文化活动制定精美的宣传视频，在各大旅游网站投入
视频，全面提升邢台市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宣传效果。此
外旅游企业需要逐步优化客户管理工作，为游客构建完
善的服务平台，对于旅游消费者所反馈的体验信息全面
搜集，针对所开发的民俗文化旅游活动进行改善与优化。 

3、丰富民俗文化旅游形式 
现阶邢台市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游览方法大多是以

民俗设施、民俗产品陈列为主，如邢台市的白雀庵以及
扁鹊庙是以静态旅游项目为主，邢台市中的文化村具备
极高的审美价值以及学术价值，可增加旅游客的知识结
构，同时也能避免人为破坏，确保传统文化的传承性。
在现代旅游产业发展仅利用观赏性的游览手段无法满足
游客求新求奇的心态，为此需要搭建动态性、参与性的
游览方式。如可为基于扁鹊庙为游客举办一个庙会，吸
引游客到此地观光游览，直接感受邢台市的民俗文化，
大大提升邢台市民俗文化旅游观光的趣味性与参与性。 

（三）培育民俗文化企业 
邢台市需要加强对于当地居民的民俗文化培育宣传

工作，进一步提升民俗文化的感染力，提升外来人口对
于民俗文化消费需求，逐步扩大民俗文化消费市场。为
此需要优化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流程，全面邢台市
地方政府的服务水平，为当地民俗文化类企业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同时需要充分发挥政策、资金以及技术优
势，在当地选育一批具备民俗文化代表性、具备影响力
的领军企业，全面推动民俗文化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扶持民俗文化科技型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增加邢台市民
俗文化产业市场主体数量，搭建民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模式，进一步提升邢台市经济发展水平。[5] 

（四）拓宽民俗文化产业融资渠道 
为全面发展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需强化邢台市民

俗文化产业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工作水平，积极开展民俗
文化产业资金预算与分配的系统化管理，对于邢台市的
民俗文化产业实施分类分级评估，做好企业的提质提效
帮扶工作，全面提升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生存率以及品

质率。与此同时，民俗文化产业需要积极正确来自民俗
文化产业扶持基金，统筹管理民俗文化产业专项基金与
投资基金的使用工作。全面推动银行与民俗文化企业合
作进程，构建完善的资本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商业银行
的信贷支持功能以及投融资平台资金融通主体功能。此
外需要创新民俗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序引导支持融
资工具的发展，通过设立专门为民俗文化产业服务的保
险部门，创新研发民俗文化产业保险产品，继而分散民
俗文化产业投融资风险系数。 

（五）积极开展民俗文化文创人才培养 
民俗文化产业中的文创是集策划、创新、生产以及

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文创人才不仅要具备极高的
艺术修养与创新意识，同时也要具备加强的策划能力、
销售能力。民俗文化产业面临着人才断层问题，所采取
的解决手段也是引进外来人才，但民俗文化产业的文化
属性具备地域性与时代性特征，为此引进来的人才存在
“水土不服”情况。为此企业需要对自由人才持续培养
与提升，强化对于企业自由人才的培养水平，从根本解
决人才断层问题。同时需要利用高校与教育机构开展再
提升教育活动，利用高校资源开展企业管理、调研策划、
专业知识等各个方面的教育活动，培养民俗文化传承与
开发的技术骨干人才，结合互联网技术开发民俗文化网
络教育课程，拓展性相关人员学习民俗文化的路径。 

结语 
邢台市民俗文化产业开发对于推广当地文化、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价值作用。为此需深挖邢台市
民俗文化内涵，寻找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不足，从多
方面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做好民俗文化资源产业化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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