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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民俗旅游发展研究 
胡淑伟  姚雪梅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系  哈尔滨  150088） 

摘要：当前，民俗旅游已经成为新的一种旅游理念和受大众欢迎的旅游形式。黑龙江省民俗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是发展旅游业

的宝责财富。但黑龙江省民俗旅游资源目前的开发状态，还处于浅层状态，无论是资源开发深度还是资源的开发广度，都是不够的。

民俗文化的差异性对旅游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加强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成为客观的必然。黑龙江省地处我国

东部，有极好的气候优势，是夏季的避暑胜地，冬季的冰雪天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升，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而民俗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也将会成为新一代大众旅游产品的主流。本文从黑龙江民俗旅游业

的现有资源出发,对民俗旅游的国内外发展趋势、民俗旅游逐渐兴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在黑龙江民俗旅游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民俗旅游缺乏专业性、不具特色、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进而对黑龙江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希望

对黑龙江省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有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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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推动了旅游产业的

蓬勃发展，旅游产品日益多元化，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重

要发展方向，已经成为了众多旅游者的首选。民俗旅游的生活土壤

是民俗，以传统旅游目的地的民俗、风俗、民族特色为前提，加入

景点元素，构建而成的民俗旅游资源。故而，民俗旅游是指旅游者

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凭借民俗旅游吸引物所完成的旅行体

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各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了

民俗的发展和意义，民俗旅游集观赏、体验研究各民族文化、传统

以及生产生活活动一体的项目。民俗旅游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

沉淀，蕴含着丰富的生机。随着城市生活压力增加，越来越多人选

择到山水之间体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慢节奏生活。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部，是亚洲东北地区的中心，有得天独

厚的边境贸易和旅游优势。现辖 13 个地级市，其中 12 个省辖市，

1 个行政公署，64 个县，另有 53 个少数民族再此聚居，是一个民

族文化强大的省份。黑龙江省气候多变、地形复杂、资源丰富，冬

长夏短，是游客们冬季的冰雪旅游天堂，夏季的避暑胜地。其独特

的条件也造就出热情、豪放的东北人民。这里的节庆民俗、饮食文

化、民族服饰以及特有的旅游资源深深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前来

观赏。同时，也为黑龙江积攒了丰富的文化底蕴，无形中隐藏着神

秘。 

一、黑龙江民俗旅游资源概况 

黑龙江省共计 10 个世居少数民族：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

族、朝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回族、赫哲族、锡伯族、柯尔克

孜族。这些民俗成片居住于杂居相结合，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黑河沿江地区主要生活着的小数民族有达斡尔族、满族、鄂伦春族

人，他们仍然保留着原始祖先的许多特征，有很多他们传统的民间

活动。原有的文化状态并没有遭受太多的损失，复杂多样，在现代

社会仍然有着强大的旅游吸引力。 

（一）内容丰富多彩，旅游价值与参与度较高 

（1）信仰：满族信仰的宗教有萨满教、佛教、喇嘛教等，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完整

来说，可以分为祭家神和放大神。满族崇拜的神灵很多，大致可以

袛 袛 袛分为自然神 、动植物神 和英雄祖先神 。其他少数民族信仰也

特别复杂，例如，朝鲜族早起宗教流行图腾是红遍和始祖崇拜，信

仰土谷神，后来形成檀君教、东学教等本民族宗教。 

（2）节庆：黑龙江省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庆典。例如，

锡伯族有摸黑的习俗，鄂伦春族祭祀太阳神、北极星神等，朝鲜族

节日与汉族基本相同，此外还有三个家庭节日，即“婴儿诞生一周

年”、“花甲节”和“回婚节”。 

（3）饮食：各民族饮食文化差异特别大，形成独特的旅游资

源。例如，满族的粗面酸汤子、四大炖、豆面卷子等，喜欢吃甜食，

特色代表沙琪玛；赫哲族的特色就是鱼类料理，朝鲜族特色饮食有

打糕、冷面、狗肉酱汤、五谷饭、辣白菜等,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民俗

旅游资源。这些特色食品和饮食风俗自身的独特性与差异性，造就

了天然的很强的吸引力，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二）民族特色鲜明 

在黑龙江省现存的 10 个少数民族中，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

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从精神民俗、物质民宿、社会

民宿到语言民俗都具有其本民族独特而又浓郁的民族风情。这些充

满民族情调、特色的旅游资源是我国其他地区不具有的。比如，朝

鲜族人热爱体育运动，摔跤是他们古老的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荡

秋千和跳板是妇女最爱的娱乐和体育活动。踢足球更是男子普遍爱

好的足球活动。 

（三）地区差异过大 

黑龙江省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节日、特殊活动和
独特的生活习惯。比如，居住信仰萨满教的少数民族大
多喜好打猎，主要居住在黑龙江北部、大小兴安岭的居
民，他们与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在生活习俗、宗
教艺术等方面风格迥异。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中鄂温克族
的野猪皮，朝鲜族的朝鲜服饰，蒙古族的摔跤服，赫哲
族的鱼皮饰品，满族民居“万字炕”等，都是极具特色
的民俗旅游资源。正式由于各民族地区拥有的民俗风情
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旅游资源，也导致民族特色类旅
游商品差异极大。 

二、黑龙江省民俗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潜力是不容

小觑的。黑龙江省是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省内具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在开发利用旅游资

源过程中，由于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认识存在相应的盲区，导致黑龙

江省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有黑龙江

省旅游缺乏专业性，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知名度和影响力较低，开

发利用较浅显，旅游产品品种相对匮乏，旅游产业结构相对简单，

造成黑龙江省整体的旅游产业经济效益较低。另一方面，黑龙江省

旅游经济发展较快，但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管理还缺乏规范。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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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黑龙江省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民俗旅游缺乏专业性 

潜力的发挥离不开专业化的打造。目前，黑龙江省民宿形态类

型逐渐丰富，黑龙江省旅游业人才奇缺，旅游人员整体素质未能适

应民俗旅游业的发展需求，服务上的专业性更加得不到保障。而一

般民俗旅游相对景观旅游来说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层面要求，人们

的外在感官体验无法领略民俗文化旅游的本质。黑龙江省民俗旅游

发展需要的是充分了解当地民俗文化、了解旅游管理知识的游客的

引导和讲解。而且在整个民俗旅游的运营管理中，遵循黑龙江旅游

业的行业发展规律，保护当地的民俗文化，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

不追求量的多少，在“质”上取胜。例如，杭州的宋城、无锡的唐

城等地区在民俗旅游方面发展较迅速，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

而在黑龙江省民俗特色旅游开发中缺乏专业人才对民俗资源的正

确引导。 

（二）民俗旅游不具特色 

在黑龙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民俗旅游应与其他旅游资源相结

合，展现其优势，发挥其特色，避免单一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

并在现有旅游资源基础上不断发掘民俗文化。充分发掘当地的旅游

资源是实现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但从近几年看，黑龙江省更依

托于自然资源的发展，游客们冬季滑雪，夏季漂流，以及一些当地

的舞台表演等活动进行的有声有色，相比之下，黑龙江省民俗旅游

资源并未有效发挥其价值，地方特色也没有被全面发掘出来。 

（三）民俗旅游管理不够规范  

首先，景区内的古街古树、古建筑以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属于重要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没有物尽其利反而遭到破

坏。甚至有些民俗资源被开发滥用，景区内的民俗旅游商店打着民

俗文化的旗号，店大欺客，购物环境和营销方式严重违背了市场销

售标准。其次，外来文化的冲击干扰了民俗文化原有的秩序和发展

进程。 

三、黑龙江民俗旅游发展研究对策 

2010 年以来，随着全国高速铁路的开通，民俗旅游进入了快速

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形式，它不仅满足了旅

游者求新求异的心理，而且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或民俗风情的文化

旅游资源。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民俗旅游呈现出程式化、表演化的

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民俗节日的大规模发展，凸显了民

俗与原生态脱节的文化生存环境。未来，民俗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必须实现生态、文化、环境的和谐共处，为民俗旅游创造和谐、

文明、健康的新环境。当前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来看，提高黑龙江

省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同时还应紧

密联系外部环境，从而更加高效的开发民俗旅游资源，制定合理民

俗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区域竞争力这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一）培养专业性人才 

旅游活动的完成离不开旅游者、旅游设施和旅游从业人员，民

俗旅游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专业的人才注入。民俗旅游工作人员

的从业要求要比其他类型旅游从业人员的要求更为严格。作为一名

合格的民俗旅游从业人员，应熟知一般国内外交往礼仪及当地的风

俗礼仪，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风味特产等，还要知晓

和当地民俗事项有关的传说故事以及与旅游景点有关的地方传说，

这样才能为旅游者塑造出一个良好的从业形象。 

（二）走特色发展道路 

不同的地域民俗文化也各不相同，而地方特色是吸引旅游者的

主要动力，也成为民俗开发的主要目标。黑龙江省具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形成独树一帜的民俗旅游文化。

民俗旅游的核心内容是民俗文化，应从地方文化入手，走具当地特

色发展道路，将民俗文化与当地其他产业相结合，共同开发具有特

色的旅游产品，提升民俗旅游的品味。另外，应保护现有民俗旅游

资源，而后推陈出新，加以开发。例如黑龙江省东北老工业基地，

在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历史机遇下，将工业资源与旅游有机结

合，带动着黑龙江经济的发展。以及阿城的金源文化、黑龙江的红

色旅游等，远近闻名，都是民俗旅游价值的体现。 

（三）政府主导实施规范化管理 

民俗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一个地区民俗旅游业的

发达与否与政府的重视程度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要加强政府在旅

游业的主导作用，并实施民俗旅游规范化管理，同时减少民俗旅游

业发展的阻力，民俗旅游项目的开发也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另外，

要加强当地老百姓的民俗资源保护意识，让大众知晓民俗旅游资源

是经过日积月累沉淀下来的自然文化和历史遗产，是丰富人类精神

需求的宝贵财富。呼吁人们对于一些濒临消失的民俗文化，要迅速

采取措施加以拯救。 

最后，大力宣传黑龙江省民俗旅游资源，提高知名度，扩大影

响力。 

四、结论 

从民俗旅游的发展角度来看，黑龙江有着显著的优势和资源，

黑龙江省的民俗旅游十分符合现代旅游市场的发展前景，大力开拓

黑龙江省民俗旅游市场，对旅游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

此，通过对旅游服务人员的专业性培养，当地人文情怀和文化的逐

步深入，以及政府的支持管理机制的不断成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当人们再次提起东北的黑龙江，脑海中想到的不仅是北国风光带给

我们冰天雪地的浪漫，还有这里历史悠久，底蕴丰富的民俗文化带

来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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