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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民俗文化发端于乡土，是区域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

部分。民俗文化是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

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

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1]。中国民俗旅游开发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2]。近年来国家的乡村振兴战

略，使民俗文化旅游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乡土与乡村。民

俗文化旅游资源作为历史的产物，反映了数千年来百姓

的生活实践，以及当地人民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具有

动态活性的特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以旅游作为载体。

旅游是文化实现产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化则为旅游

产业的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文旅融合发展不仅可

以促进两大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文化旅游产业业态，

而且还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品牌化发展 [3]。

宾阳县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民俗活动多种多样、

地方性浓郁。但在此背景下，民俗文化旅游的传播仍存

在一定困难。如何开发和利用宾阳县的特色民俗文化，

尤其是非遗项目，做好炮龙文化品牌，是宾阳县増强竞

争力的重要内容。

2　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分析

2.1 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宾阳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县境内水资源丰富，小

溪流众多。虽四面环山，但境内地势平坦开阔，徐霞客

到宾阳考察时也不免惊叹在万山之中，仍有此旷荡之区。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稻米文化、酸食文化、乡土文化。

宾阳县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涵盖戏剧、歌舞、

音乐、传统工艺等方面。民间节庆有热闹非凡的炮龙节、

壮族歌圩节；民间演艺也别具一格，有舞炮龙、游彩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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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高跷、丝弦戏、师公戏等；有八仙岩庙会、石壁山庙

会等庙公活动；此外还有传承了上百年的传统手工艺品，

如街灯彩、东门街彩架、三联街炮龙、壮锦、竹编等。

特色美食更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爽口消暑的酸粉、甘

甜清香的炒田螺、肥而不腻的甘棠扣肉、柔滑香鲜的盐

糕。

2.2 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特点

2.2.1 地域色彩浓厚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宾阳是一个

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聚居着壮、纳西、回、傣、

白等 21 个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约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20%。宾阳之奇山异水，民俗风情别具一格，涌现出许

多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内涵丰富的民俗项目。特别是宾

阳炮龙文化活动以狂热、不羁、奔放的动人形象，塑造

了热情、勇敢、豪迈的宾阳精神。

2.2.2 民俗活动多种多样

宾阳炮龙节于 2008 年 6 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被誉为中国炮龙之乡。除此之外，民间传统节

日主要有灯酒节、三月三、端午节、中元节、冬至节等。

在传统节日里，每家每户都会燃放炮竹，进行舞龙舞狮、

求神拜佛等活动。农历三月三是壮族传统的情人节，这

天壮乡少男少女们参加赶歌坡、举行唱山歌、抛绣球。

热情好客的壮乡人用叶包糍、发糕、五色耨米饭、圆蹄

等极具蓝衣壮特色的食物招待客人。

3　调研问卷内容及数据分析

为了解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以游客对宾阳县旅游体验比较满意的方面、游客比较了

解的宾阳县旅游项目、民俗文化旅游对宾阳县的发展是

否重要三方面进行调查，见表 1、表 2、表 3。通过网络

发放问卷的形式，以游客和当地居民为调查者，一共发

放 300 份，回收 295 份，有效调查问卷 290 份，有效回收

率为 96.67%，可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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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游客比较了解的宾阳县旅游项目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所占比例（%）

旅游体验比较

满意的方面

原生态的田园风光 11.4

多样化的民俗活动 18.5

民俗特色风情 16.9

特色旅游产品 20.1

特色美食 19.8

其他 13

表2　游客比较了解的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项目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所占比例（%）

比较了解的民俗

文化旅游项目

舞炮龙 65.9

游彩架 8.2

踩高跷 7.6

师公戏 4.1

壮族山歌 14.2

表3　从哪个平台了解到宾阳县的民俗活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所占比例（%）

平台

朋友推荐 46.1

宣传片 10.1

抖音 20.2

快手 17.1.

小红书 6.5

综合分析问卷调查，得知游客对宾阳县的民俗文化

项目了解程度较低，民俗习俗活动中炮龙节的名气最大，

而对游彩架、壮族山歌等了解程度低。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是多种的，如品牌建设相对滞后、狭隘思维制约、

宣传力度弱等。基于问卷调研的结果，分析宾阳县民俗

文化旅游资源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4　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困境

4.1 狭隘思维制约，保护意识淡薄

当地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民俗文化旅游的重要性，民

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根、源。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能增强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地区的发展和繁

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Tacgey Debes 指出，如果政策

制定者不能明确地定位旅游地的文化价值，那么文化的

独特性就很有可能不被有效的利用甚至逐渐消失 [4]。很

多人受传统旅游观念的影响，认为只有名山大川、名胜

古迹才是旅游资源，宾阳既没有泰山、黄山那样的名山，

也没有漓江那样的河流，这实际上是低估了宾阳自身的

旅游资源及优势，影响和制约了宾阳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宾阳县应充分利用独特的民俗风情、悠久的传统

文化这些旅游开发中的巨大优势，扬长避短。长时间以

来，我们将民间一些祭拜活动及崇拜种族繁衍等视为守

旧迷信和传统的糟粕而加以抵制，加上工业文明和现代

生活方式的冲击，错失了许多原生态、有深刻寓意的民

俗文化资源。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要肩负起此重大责任，

政府应该作为民俗文化发掘和保护的领头羊。如何在民

间和社会上鼓动、弘扬民俗文化，如何在城镇建设中留

住文脉、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这条路任重道远。

4.2 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专业技术人才的匮乏对宾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

开发无疑是一大障碍，在宾阳县的相关事业单位中，均

具备旅游管理、历史学、民俗学等专业技术人才寥寥无

几。据调查发现，虽然在民间存在着民俗文化业余爱好

者，他们中大部分以个体存在，也有少数的团队或组织，

但因缺少一套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或缺少现

代团队的运作，不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缺乏客观性、

严谨性、科学性以及对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的思考与研

究。相关专业人才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宾阳民

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3 品牌建设相对滞后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

生成，产业融合下的品牌建设是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的重要内容 [5]。纵观宾阳县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散、弱、

小，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始终没有找到吸引游客的

卖点，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知名品牌。就宾阳而言，最

大的旅游品牌非炮龙节莫属。2008 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学者对其的研究很少，在全国

范围的知名度并不高。其致命弱点是没有相应的旅游品

牌与之配套，且缺乏必要的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尚不完

善 [6]。宾阳酸粉美味爽口，而知名度远不如螺丝粉和桂

林米粉。宾阳民俗文化品牌建设相对滞后，究其主要原

因，一为旅游节庆活动少、宣传力度较弱、缺乏包装、

无打造品牌精品化意识；二为对民俗文化未深入细挖、

未赋予深刻的内涵与寓意、旅游形象不鲜明。地区旅游

的整体开发程度低，性价比低，竞争小，往往难以吸引

游客。

5　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

5.1 增加保护意识

通过开展各种民俗节庆宣传活动，并建立相应的民

俗文化资料馆、博物馆。可通过资料、影视展示宾阳县

民俗文化及当前的破坏程度和衰落情况。同时加强监管，

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

设立专项的民俗文化保护资金，专项专用，这样保护就

不会只是空话。要对未开发形成规模的民俗文化防患于

未然，针对开发过程中易产生的问题作出预判加以预防

与应对，并根据实际情况以破坏最小、最合理的方式进

行保护性开发与利用。对已经开发并遭到一定破坏的民

俗文化，我们应该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

的利用，减少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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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发扬“工匠精神”，做好代际传承

2015 年，肖群忠、刘永春指出，“匠人精神”造就

了日本如今发达的制造业，即所说的“工匠精神”[7]。

2016 年，李德富和廖益在《中德日之“工匠精神”的演

进与启示》中指出，“工匠精神”的三大特征，即“创

新、专注、精致”[8]。“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全

社会的认可与支持，需要社会舆论的导向、融洽的社会

氛围、以及公平的法律监管 [9]。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人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宾阳县

的民俗文化得以世代相传。

当下大部分传承人已经意识到民俗文化的传承必须

要与时俱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并不能在工

作中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需采取以下措施：组织传

承人定期到高校学习和培训；建立专门的传承人培育基

地，由老一辈传承人教与下一代；给予传承人一定的奖

励。政府除了大力引进外地人才，还要重视善用本地人

才，他们对家乡的民俗文化更为熟知，有着与生俱来的

浓厚情感，更有代际传承的可能。

5.3 加大宣传力度，打造独特的宾阳旅游品牌

政府要主动承担宣传工作，整合宾阳县民俗文化旅

游资源，开设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官方网站，积极加入

携程、去哪儿、途牛等旅游平台软件。近几年已经进入

“短视频”时代，因便捷、时长短、受众广等特点已成

为现今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之一。官方应制作一些关于

民俗文化的精良视频，发布到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

通过电影、电视、节庆、会展、演艺、动漫等多方宣传，

让民俗文化进入大众视野，促进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

源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2009 年《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在提出加强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政策的同时，也提出

了要“实施品牌引领战略，引导文化旅游产品开展品牌

化经营”[10]。宾阳县的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品牌显得

更为重要。宾阳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可利用炮

龙节这一久远的传统优秀民俗文化作为开发的重点。如

2006 年以来每年举办百龙舞宾州大型炮龙节系列文化活

动，2009 年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宾阳炮龙节盛况。将游

彩架、踩高跷等宾阳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加入炮龙节

巡游之中，并开发舞狮、游彩架等周边产品。在炮龙节

前夕举办专题文艺晚会，组织表演比赛等。节事活动可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在淡季吸引游客来访，并有助于

塑造一个地区的形象和提髙其知名度 [11]。这不仅丰富了

炮龙节的内涵、增强吸引力，还极大地宣传了宾阳独特的

民俗文化，从而塑造炮龙之乡的旅游品牌主题形象。将宾

州古城、蔡氏古宅、程思远故居、白鹤观、佛子山等旅游

资源整合，使得炮龙文化产业链延伸，停留时间得以延

长。推动宾阳县文创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化经营。

6　结语

中华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广博高深，是中华民族

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 [12]。

宾阳县有着复杂的民族成分，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在广西传统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信息化程

度高度发达的今天，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

俗文化也因此产生诸多不适及面临着传播存在困境。民

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是当前大势所趋，将文旅融合

和打造品牌的概念用于民俗旅游项目的发展，对于提升

炮龙文化形象、増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本文就宾阳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困境，提

出些许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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