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具有天生的文化旅游具有天生的文化

属性属性，，人通过旅游不仅完人通过旅游不仅完

成 了 从 此 地 向 彼 地 的 位成 了 从 此 地 向 彼 地 的 位

移移，，也实现了文化认知心也实现了文化认知心

理层面从故乡向异乡的转理层面从故乡向异乡的转

变变，，完成了文化交流或文完成了文化交流或文

化认同化认同。。独特完整独特完整、、沉浸沉浸

其中的旅游体验其中的旅游体验，，需要以需要以

突出的自然和文化特色为突出的自然和文化特色为

支撑支撑。。而物质与非物质的而物质与非物质的

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往往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往往

是旅游的核心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文化文化

和旅游相辅相成和旅游相辅相成，，共同激共同激

发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着人们的消费需求。。

文旅融合的任务与挑文旅融合的任务与挑

战战，，重点在于二者之间可重点在于二者之间可

持续的良性互动持续的良性互动。。在旅游在旅游

业规模化业规模化、、快速化的发展快速化的发展

过程中过程中，，如何平衡文化事如何平衡文化事

业与旅游产业业与旅游产业、、社会效益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益，，是文旅融合是文旅融合

长期存在的难点与挑战长期存在的难点与挑战。。

一是遗产地的空间与一是遗产地的空间与

保护要求的限制和旅游产保护要求的限制和旅游产

业发展的矛盾业发展的矛盾。。古城古城、、古古

镇镇、、古村因核心范围小古村因核心范围小，，可可

更新地段与周边环境多有更新地段与周边环境多有

限建要求限建要求，，可容纳旅游设可容纳旅游设

施与旅游行为有限施与旅游行为有限，，但旅但旅

游产业的运营却需要在有游产业的运营却需要在有

限的范围内追求最大的产限的范围内追求最大的产

出出。。其突破口在于其突破口在于，，通过通过

主题串联更大范围内更多主题串联更大范围内更多

的旅游资源的旅游资源，，通过设施保通过设施保

障拉长旅游运营活动的空障拉长旅游运营活动的空

间与时间间与时间，，通过运管措施通过运管措施

创 新 对 旅 游 流 量 削 峰创 新 对 旅 游 流 量 削 峰

填谷填谷。。

二是旅游设施建设与二是旅游设施建设与

旅游主题的衍生曲解甚至旅游主题的衍生曲解甚至

破坏遗产价值破坏遗产价值。。例如某地例如某地

围屋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围屋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新建成的旅游设施仿照围屋形式建设新建成的旅游设施仿照围屋形式建设，，但与传统围屋在但与传统围屋在

选址上没有逻辑相关性选址上没有逻辑相关性，，并且混淆了原有围屋群的分布并且混淆了原有围屋群的分布

格局格局，，造成对围屋遗产价值的曲解造成对围屋遗产价值的曲解。。其对策是其对策是，，改变现改变现

有旅游规划中对于旅游资源要素评估仅重价值高低不有旅游规划中对于旅游资源要素评估仅重价值高低不

重价值内涵的现状重价值内涵的现状，，要形成尊重遗产价值的观念要形成尊重遗产价值的观念，，不对不对

遗产价值相关的载体与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遗产价值相关的载体与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三是遗产地对旅游回报的期许影响了旅游运营与三是遗产地对旅游回报的期许影响了旅游运营与

业态的自我迭代业态的自我迭代。。在古镇老街等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开在古镇老街等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开

发中发中，，出现了不同旅游地与旅游产品同质化竞争的情出现了不同旅游地与旅游产品同质化竞争的情

况况。。主要原因是这些同质化主要原因是这些同质化、、模式化的旅游产品与商品模式化的旅游产品与商品

盈利模式成熟盈利模式成熟、、回报稳定回报稳定，，运营者可回避创新的经营风运营者可回避创新的经营风

险险。。为解决这一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要推动实现文化资源向旅游要推动实现文化资源向旅游 IPIP 转转

化化。。遗产地应出台政策培育保护创新动力遗产地应出台政策培育保护创新动力，，包容试错成包容试错成

本本，，补贴文创补贴文创、、非遗保护等非遗保护等。。

四是遗产保护知识传承的居高临下与旅游追求放四是遗产保护知识传承的居高临下与旅游追求放

松需求之间的矛盾松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国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法律我国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法律

法规与技术标准各自主张法规与技术标准各自主张，，缺乏文旅融合的理念引导缺乏文旅融合的理念引导。。

以文物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更多地强调价值阐释与以文物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更多地强调价值阐释与

展示利用展示利用，，往往导致往往导致““束之高阁束之高阁””的静态保护与说教为主的静态保护与说教为主

的 展 示 方 式的 展 示 方 式 ，，很 难 与 追 求 轻 松 愉 悦 的 大 众 旅 游 积 极很 难 与 追 求 轻 松 愉 悦 的 大 众 旅 游 积 极

融合融合。。

因此因此，，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

发展等法律法规发展等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层面增加对彼此的关技术规范层面增加对彼此的关

注注 ，，推 动 文 化 尤 其 是 遗 产 保 护 与 旅 游 的 相 向推 动 文 化 尤 其 是 遗 产 保 护 与 旅 游 的 相 向

而行而行。。

文旅融合虽有挑战文旅融合虽有挑战，，但大有可为但大有可为、、必有必有

可为可为，，推动文化旅游的广泛深度融合推动文化旅游的广泛深度融合，，必将必将

提升人民幸福感提升人民幸福感，，促进遗产地社会经济发展促进遗产地社会经济发展。。

（（作 者 系 清 华 同 衡 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副作 者 系 清 华 同 衡 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副
院院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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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璀璨，流光溢彩。

在 我 国 河 西 走 廊 中 段 的 甘

肃 省 张 掖 市 ，“ 九 曲 黄 河 灯

阵”在元宵节点亮夜空，吸引

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游阵、赏灯、祈福。

随着当地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九曲黄河灯阵走向常态化，其“非遗”

内涵历久弥新、活化成景。张掖市甘

州区通过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发展，

打造集文化旅游、民俗体验、非遗

传承保护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文

化旅游综合体，周边村民也走上了

吃旅游饭、挣旅游钱的道路。

点灯游阵常态化

“据考证，张掖市甘州区碱滩

镇古城村‘九曲黄河灯阵’流传至

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张掖市甘州

区文化馆副馆长、非遗中心主任金

炜说。

相 传 ，九 曲 黄 河 灯 阵 来 源 于

《封 神 演 义》中《三 姑 计 摆 黄 河

阵》。灯阵诠释了两仪四象，八卦

成九宫的格局分布，其中既有经典

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包含了人

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传承，2012

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名录。

虎年春节，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甘

州区城东 25 公里处碱滩镇古城村的屋

兰古镇景区，九曲黄河灯阵的 365 盏明

灯点亮夜空，游客不仅可以观灯、游阵、

祈福，还能赏奥运冰雕，免费游甘州非遗

展，璀璨的灯光映衬着冰墩墩、雪容融等数

座栩栩如生的冰雕。

今年 57 岁的九曲黄河灯阵第四代传承

人、甘州区古城村村民陆廷成，十几岁就跟着

父辈做灯，参与摆灯布阵，对这项民俗活动有

深厚感情。

“九曲黄河灯阵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规模，有完整的非遗传

承规制、谱系以及灯阵布阵图。”金炜说。

“以前的灯很简单，4 个木棒拐角用楔

子楔起来，外头用红纸糊上，里头用的是

自己制作的‘羊油蜡’。”陆廷成说，正月

初八祭拜后，开始打点画线，整个灯阵由 19

道直线纵横交错，四方四正，形成八卦九

宫，而后栽杆 365 根，杆上树旗，以 365 盏

明灯设于旗下，代表全年有神灵护佑。

正月十二日晚，祈福仪式后，灯阵被点

亮，锣鼓队、龙狮及社火队以及村民开

始依次游逛灯阵。

“九曲黄河灯阵延续了张掖地

区春节民俗传统，多样的文化活动

也给中国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游客张敏感叹。

“ 以 前 ，我 们 村 民 自 发 隔

年组织一次，选址、布阵、组织

社 火 表 演 ，现 在 可 以 常 态 化

了。”陆廷成说，为了让更多人了

解这一文化形式，九曲黄河灯阵

大 型 实 景 剧《张 国 臂 掖》于 2020

年 8 月首次公演，他还曾在第四幕

“启灯纳福”中出演启灯人角色。

金炜说，九曲黄河灯阵是节日民

俗活动，传统意义的灯阵活动从正月初

七开始到正月十六结束。如今融入景区变

成常态化演出之后，影响力更大，范围更

广泛，更有利于传承。

整合资源促夜游

“以前灯阵的隔离墙用过彩条布，后来

在喷绘布上喷了四大名著、二十四孝、二十

四节气，以及反映河西民俗文化的内容。”陆

廷成说，随着时代的变迁，灯阵也经历了从

纸糊灯笼和“羊油蜡”到电灯照明，再到如今

声光电科技应用等诸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

九曲黄河灯阵中的祈福内容和饱含的非遗

文化元素。

为借助当地特有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2017 年，古城村与张掖金正源旅

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作开发战略

协议，在古城村的屋兰古镇遗址上开发建设

“ 张 掖 市 屋 兰 古 镇 文 化 旅 游 综 合 大 景 区 项

目”，整体复原屋兰古镇。

“如今的九曲黄河灯阵已成为目前我国

唯一设施‘永固’、九宫‘不移’，且规模最大、

日夜可观、四季能游的灯阵。”张掖屋兰古镇

景区负责人王伟说，以前的灯阵相对简易，活

动结束后，灯阵就拆除。自古灯阵都是春节

期间临时布阵，而屋兰古镇九曲

黄 河 灯 阵 按 照 非 遗 传

承规制打造文化

旅游景区，365

盏 明 灯 也

是 固 定 的

灯 柱 ，整

个 灯 阵

成了固

定不移的永久性设施。

经过打造的九曲黄河灯阵游步道全长

2.4 公里，阵内按八卦九宫布有九大殿，另设

365 盏明灯，还有 700 多面文化墙，每个墙面

均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包含二十八星宿、二

十四节气、十二生肖、五行四象等内容，并且

大量植入了张掖乃至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的

许多地方文化元素。2019 年 1 月，其被上海

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评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灯

阵”，2020 年被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评定为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

“我们通过对张掖屋兰文化、省级非遗九

曲黄河灯阵文化挖掘、传承和创新，整合了张

掖文旅资源，在古城村打造集文化、旅游、民

俗体验、非遗传承保护、游乐探险、田园度假

观光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

开启张掖旅游‘夜游’模式。”王伟说。

“九曲黄河灯阵只是屋兰古镇中的一项

内容，让‘非遗’文化融入到现代景区中，让

‘非遗’文化活起来，老百姓的参与度更广泛，

群众基础更深厚了，这也是‘非遗’文化保护、

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金炜说，传承是为了

保护原生态文化遗产，为了保证传统“非遗”

不走样，非遗中心会派专人指导，严格按照原

生态灯阵启灯纳福游阵的程序进行。

“传统社火、河西宝卷念卷活动、甘州小

调以及木偶戏演出活动都是国家级和省级

‘非遗’项目，这些灯阵原本就有的附属民俗

文化活动，为灯阵注入了更多文化内涵，使之

更丰富多彩。”金炜说。

“最好的保护是动态的保护，将‘非遗’放

置保护，就会造成传承困难，最好的保护就是

一个动态的传承过程，既得到了保护也得到

了弘扬。”金炜说，群众认可度高、参与广泛是

非遗最好的传承。

农旅融合兴乡村

非遗带火景区，也让古城村村民享受到

了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我白天跳社火，晚上在景区客串当演

员，一天能挣 120 元。”古城村村民刘艳芳说，

《张国臂掖》灯光秀正式上演后，一场演出还

能多加 50 元。若再摆个货摊，一天会有 300

多元的进账。

当地乡村乡味的特色美食，吸引了众多

游客驻足品尝。张掖特色美食炒卜拉摊位

上，嫁入古城村的山丹籍经营户李喜正热情

地招呼着游客。

“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小时卖了 1000 多

元！”李喜说，不仅兼顾了家庭，也有了收益，

还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张掖特色美食。

“现在农活摊位两不误，比外出打工好多

了！”今年 50 岁的古城村村民张丽红去年也租

赁了一个摊位，经营张掖特色美食搓鱼子。

屋兰古镇景区在依托“非遗”文化发展的

同时，积极带动古城村及周边地区乡村旅游

的发展。在文创产品销售区域，传统手工编

织、刺绣、窗花、串珠红灯笼、手工彩绘宫灯、

虎娃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今年，我们和屋兰古镇景区合作推出了

一系列特色文创，卖得最火的就是手工彩绘

宫灯和手工虎娃，古城村的巧手们还在加班

加 点 赶 制 中 ，现 在 压 着 大 大 小 小 1200 个 订

单。”张掖市甘州区巧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

贠燕琴说。

张掖市妇女的手工年销售收入已突破

1400 万元，古城村中的巧手更是依托景区的

名气和古城村特有的黄河灯阵文化特色，打

造具有品牌特色的手工编织产业，让妇女从

中受益、在受益中发展。

“景区周边形成文创产品销售、特色餐

饮、游艺游戏等中小微企业 45 家，形成农旅融

合发展模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局长王瑞说。

“ 非 遗 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助 推 了 乡 村 振

兴 。 2021 年 ，甘 州 区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人 数 达

573.4 万人次，乡村旅游综合收入 8.6 亿元。”

王瑞说，近年来，甘州区坚持“农旅结合”，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全力打造乡村旅游示范区，

推动乡村旅游朝着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化、

休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带动作用，为新时代乡村转型

发展探索新的路径。

风吹挂面舞 蝶来菜花香
本报记者 刘 畅

“说起那个中江面，四川人人都称赞，细如头发

能通风，过夜回锅煮不烂⋯⋯”这首通俗的民谣，唱

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江挂面。

3 月 8 日，当地首届油菜花节开幕。600 余亩金

灿灿的菜花田四周，白墙黛瓦。诗意庭院里，细如银

丝的中江手工挂面如纱如幔，随风轻舞。七彩廊桥

横跨田间，引蝶来、随风舞，好一派如诗如画的田园

美景。

作为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别具特色的美食，发

源于宋代的中江挂面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如今，中

江有挂面生产户 700 余户，年产挂面 400 万公斤，年

产值 5 亿余元。一碗碗清香诱人的鸡汤挂面，是人

们餐桌上的美味，更是当地经久不衰的名片。

3 月中旬，中江暖阳高照，春意浓浓，正是晒面

的好时机。在东北镇觉慧村，勤劳的村民身着洁白

的工作服，早早起床戴好口罩，收拾齐整来到宽敞

的院落里。顶多晒半小时，可不能再长了，否则会

影响挂面的韧劲。人们三两一组，灵活地爬上 4 米

多高的梯子开始抻面，直到把面抻长至 5 米左右固

定下来。晒面的同时还需不断地用竹棍划面，以免

面条黏在一起，梳理面条的动作犹如拨动琴弦，悬

在木架上的挂面细如发丝，最细的甚至可以穿过针

孔。在朝阳的照耀下，一排排挂面银光闪闪，分外

诱人。

“觉慧村是中江有名的挂面村，全村 40 余户人

家，90%是‘挂面户’，我们以‘挂面产业+田园民宿+

文化旅游’为模式，村集体投入产业扶持资金，统一

规划各挂面销售制作商家开展旅游接待活动，村集

体经济实现年收入 12 万元。”觉慧村村委会副主任

李泽说，通过成立中江县觉慧手工挂面专业合作社，

村里推行“传承人+合作社+农户”抱团生产模式，现

已实现年产挂面 100 万公斤，创造产值 3000 余万元。

当地借助花期，结合挂面非遗文化开展赏花活

动。首届油菜花节期间，觉慧村预计日均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村民销售挂面的收入较平时增加了两倍

以上。“节庆期间，预估游客量将达到 20 万人次，可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00 余万元。”李泽说。

随着产业品牌、文化 IP 的打造，中江挂面也走

出了曾经的“小作坊”生产模式，逐渐走上专业化、标

准化、精细化生产之路。2021 年 4 月，中江挂面实现

出口“零突破”，开始销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年销售量突破 200 万公斤。“出口是倒逼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一次契机，通过对照国际标准，我们可以找

到自身生产模式、产品品质需要改进的地方，只有不

断提高质量，同时注重传承，才能让中江挂面走

得更远。”中江挂面协会会长、四川雄健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雄说。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东北镇觉慧村村民在晾晒中江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东北镇觉慧村村民在晾晒中江

挂面挂面。。 肖开丰肖开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屋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屋

兰 古 镇 一 家 灯 笼 加 工 厂 的兰 古 镇 一 家 灯 笼 加 工 厂 的

工工 人 师 傅 正 在 制 作 各 式 喜人 师 傅 正 在 制 作 各 式 喜

庆灯笼庆灯笼。。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屋兰古镇内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屋兰古镇内，，规模宏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九规模宏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九

曲黄河灯阵曲黄河灯阵。。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