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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乡村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以吐鲁番地区为例

□ 蔺 晓

2019“第三届吐鲁番春季旅游博览会”上民间手艺人的木刻与石画作品

党的十九大以来，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已成为我国未来社会

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起

步相对较晚的乡村文化旅游也在全

国旅游业乘风破浪的快速发展中迎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乡村旅游转

型发展在全域旅游时代已是必然趋

势，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新疆吐鲁番

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乡村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

开发现状及发展问题等，积极尝试为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乡村文化旅游的融合开发及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

对策分析与建议，以期为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

开发及乡村旅游业的文化转型提供更多长久发展动能。

近年来，乡村旅游业作为我国旅游业的一匹“黑马”已在全国

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

中显示，2016年乡村旅游达 20亿人次，乡村旅游消费额达1万亿

元，收入超过 5700 亿元，从业人员 845 万，带动 672 万户农民受

益；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也出台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一系列国家政策的颁布与支持不仅为我国

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环境，也为乡村旅游

赋予了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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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珍贵性与不可复制性也是我国乡村文化旅游

发展的重要稀缺资源。2015 年 12月 22日，《国

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

干意见》提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

艺、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推进文化创意、设计服

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鉴于此，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乡村文化旅游的融合开发已是必然的向

好合作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运用

对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全方面整合、乡村旅游产

品文化内涵的全方位呈现等方面也具有良好的

促进作用。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全国大部分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资源还并未得到充分、

全面且成熟的开发与运用，其潜在价值在文化旅

游中也并未有效转换为显在价值。因此，如何将

全国各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乡村文

化旅游相结合，科学合理地开发出具备精品特色

且有文化内涵的乡村文化旅游产品，是值得思考

的问题。

一、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的互动关系

新疆作为占有祖国六分之一土地的西北灵

壤，古丝绸之路从这里穿堂而过，散发灼灼光彩，

几千年的沧桑变化使这里曾经成为中华古代文

明与世界古代人类文明往来交流必经的“十字路

口”。在这片沙漠与绿洲神奇共生的土地上，不

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共同融筑成了

今天新疆灿烂多姿、独具魅力、一体多元的地域

文化，同时也孕育出了广博丰厚、独一无二的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多年抢救性的发掘与

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目前已建立379个国家

级、省级、地州市级和县级名录的保护项目名录

体系，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成果已

达到4000多个。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

益重视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有多

种实践途径，文化旅游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呈现的

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个重

要途径与载体①。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些瑰宝不

能仅仅只停留在“生产性”保护的层面上，更应将

保护与开发、传承结合起来，通过“活态化”传承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历久弥新的生命力②。

鉴于此，一方面，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

源开发与运用有利于丰富新疆乡村文化旅游的

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新疆乡村文化旅游的发

展有利于拓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发展空间，同时更有益于助力提升新疆乡村旅

游的经济增效功能。然而，目前新疆乡村旅游仍

然呈现出千篇一律如人造景观、固化模式的农家

乐、瓜果采摘的田园乐等千村一面的景象，并未

在乡村旅游中体现出新疆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独有价值资源。利用不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与本土乡村文化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在

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提升乡村文化旅游的差异

化优势③，如喀什地区的土陶烧制工艺、伊犁地区

的哈萨克族毡绣与布绣，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刺

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当地旅游产业中的

有机融合，既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子”在乡村

文化旅游的土壤中得以继续生根和成长，以此也

使新疆乡村文化旅游显示出更加丰富、独一无二

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气息。在互动发展的过程中，

旅游经济利益和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引导不仅

可以为新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传

承和动态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可强化新疆乡村

文化旅游多方面的社会价值功能。

二、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化

旅游开发现状

（一）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吐鲁番不仅曾经是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从古至今也是新

丝绸之路和亚欧大陆桥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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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看似荒凉贫瘠的“火洲”之上，却孕育出了众多

璀璨的地区级、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文化积淀深

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第一

批、第二批、第三批百余项国家级、自治区级、地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吐鲁番地区作

为申报地区或单位申报的柳编（枝条编织）技艺、

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花毡制作技艺、模戳印花

布技艺，桑皮纸制作工艺、吐鲁番木卡姆、维吾尔

族民居建筑技艺、鲁克沁花帽制作技艺、鲁克沁

婚礼系列歌舞、坎儿井开凿技艺、传统医药中的

沙疗等独具地方特色的十余项非遗名录皆位列

其中。 截止2012年，吐鲁番地区共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个，自治区级11个，地区级

3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5

名，自治区级 9 名，地区级 78 名④。其中，柳编

（枝条编织）技艺、坎儿井开凿技艺、花毡制作技

艺、模戳印花布技艺、鲁克沁花帽制作技艺、吐鲁

番木卡姆、鲁克沁婚礼系列歌舞、沙疗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目前仅在吐鲁番地区还保有原生技艺

存留与保护。而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从在生活

中的普遍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被新型生活物

品和大量的机制用品所取代，目前已只在喀什市

和吐鲁番地区还存有少数制作旅游纪念品的土

陶作坊。另外，桑皮纸制作工艺与维吾尔族民居

建筑技艺等在全疆范围内也仅限于喀什地区、和

田地区与吐鲁番等干旱荒漠地区存有少数技艺

传承。

近年来，国家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与全域旅

游的兴起，为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

了优良的客观环境和极大的市场空间。鉴于吐

鲁番地区丰富、众多且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运用的视角推动吐鲁

番地区乡村“旅游+文化”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为

吐鲁番地区的乡村文化旅游开辟一条健康、可持

续发展之路。

（二）吐鲁番地区乡村文化旅游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融合发展的开发现状

以吐鲁番市为中心，吐鲁番市辖高昌区、鄯

善县、托克逊县，共33个乡（镇、街道、场）、171个

行政村。据统计，截止 2017年底，吐鲁番市总人

口63.73万人中，乡村人口40.54万人。乡村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63.6%⑤。 可见，吐鲁番地区的乡

村旅游发展作为吐鲁番地区旅游业的“主会场”

需求量相对更大、待开发、挖掘、发展的乡村旅游

市场潜力也相对更深广。

近两年，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吐鲁番地区也

不断组合发力积极探索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不断

挖掘自身文化资源与特色优势，大力发展吐鲁番

地区乡村文化旅游。首先，吐鲁番地区乡村文化

旅游开发形式已从单一化逐渐走向多元化。吐

鲁番地区依托如大漠土艺馆、乡巴艺栈、巴依老

宅、葡萄酒庄园、特色民宿等等多种旅游展示平

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针对性的分类整合汇

集和挖掘，通过多种方式举办文化旅游节、开展

艺术交流活动、艺术作品展、传统工艺展演等逐

步显现出了吐鲁番乡村文化旅游的独特艺术氛

围和广泛社会影响力。

此外，吐鲁番市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已逐步形

成一定影响力，近两年来，吐鲁番地区积极开展

一系列活动，文化艺术氛围逐渐形成。2017 年

12月，吐鲁番托克逊县南湖村被评为“新疆十佳

特色乡村游”目的地之一；2018年 9月，“第二十

七届中国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第二十七届

新疆旅游民宿高峰论坛”在吐鲁番葡萄沟开幕；

2019 年 4月，“2019 吐鲁番交河马拉松赛”在位

于吐鲁番雅尔乃孜沟村的交河故城开赛；2019

年 3月，“幸福新疆游·花开新时代”第三届新疆

春季旅游博览会在吐鲁番交河故城举行，全疆各

地特色农产品和文创产品在博览会上进行展销；

同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三届新疆春季旅游

博览会“美丽乡村 美好生活”乡村旅游论坛、“花

季游”产品推介会在吐鲁番举行。伴随近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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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热门景点如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亚尔村

坎儿井小镇、高昌区沙疗小镇、鄯善县东巴扎回

族乡的沙漠特色小镇等等被注入不同文化特色

元素的吐鲁番特色小镇的启动规划建设，不同特

色小镇的入驻商家数量目前已在不断增长，各小

镇的特色也将逐步显现。

据了解，2018 年，吐鲁番市共接待游客计

1606.83万人次，旅游消费计150.04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分别增长60.12%和71.42%⑥。同年，吐

鲁番不仅新增了各类民宿几十余家，更有一些景

区积极开发新的旅游体验项目，让农民也参与到

旅游的环节中，伴随吐鲁番旅游游客数量的与日

俱增，吐鲁番老百姓的受益与红利也显而易见。

近年来，吐鲁番地区在不同区、县内已开发

包含交河故城、火焰山景区、坎儿井传承区、交河

驿·坎儿井源、高昌故城、阿斯塔纳古墓、柏孜克

里克千佛洞、苏公塔、沙漠植物园、大漠土艺馆、

火云谷、托克逊红河谷等十余处禀赋风情互异，

风情不同的吐鲁番旅游胜地。但目前吐鲁番旅

游的发展路径基本上还是以建设景区、景点、宾

馆、饭店为主的“景点旅游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目前吐

鲁番地区的著名景点、景区与乡村旅游发展中均

出现有同样的问题与现象：

一则，非遗规划与乡村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相

脱节，景区中的旅游产品仍以景区景点的参观消

费为主要消费点，且景区旅游打造过于“一点

化”，并未将与景区周围的乡村自然景貌与人文

景观相结合形成“景区+周围”的片状乡村旅游生

态。景区内的文化消费项目不足，具有文化内涵

的文化资源消费匮乏，景区、乡村文化旅游与非

物质文化资源的融合度较低，规划设计的不足导

致吐鲁番地区并未将旅游产品的“文化特长”体

现出来。

二则，吐鲁番地区乡村文化旅游商品匮乏，

产品类型相对单一、杂乱，旅游纪念品同质化现

象严重，大多为千篇一律的旅游服饰或装饰品，

体现吐鲁番地区自身文化元素的特色旅游商品

相对较少。同时，非遗资源与文化旅游品牌构建

不协调，品牌效应还有待提升。

三、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对策分析与建议

在“乡村旅游 + ”模式大力推进的背景下，

吐鲁番地区在各地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乡村旅游与非遗、风情、文创、养生、娱乐等领域

的融合发展是实现吐鲁番地区乡村旅游长远发

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中后发力最强的首选当

是扩展吐鲁番“乡村+文化”旅游模式。本文试从

以下几方面对吐鲁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与乡村文化旅游的切实融合发展提出几点可

行性对策分析与建议：

（一）加大政府统领扶持力度，强化资源整合

首先，吐鲁番地区各级政府应加大引导和扶

持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传承力度，

合理规划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融于当地

乡村旅游的范畴和形式；其次，强化吐鲁番地区

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吐鲁番地区乡

村文化旅游规范经营，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全面提升乡村文化旅游服务水平和质量；此

外，确保吐鲁番地区乡村非遗文化旅游长久发展

需要的人才保障，着力提高科学培养本地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人群的数量。

（二）加大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内

在交河故城景区举办的“第三届吐鲁番春季旅游博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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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挖掘及项目创新设计

首先，加大吐鲁番地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项目创新设计，增强乡村非遗文化旅游项目

的市场竞争力。首先，因地制宜开发、充分利用

吐鲁番地区包括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

花毡制作技艺、模戳印花布技艺，维吾尔族柳编

（枝条编织）技艺、桑皮纸制作工艺、维吾尔族民

居建筑技艺、维吾尔族花帽制作技艺、坎儿井开

凿技艺、传统医药沙疗等八大特色非遗资源。在

乡村文化资源开发中突出项目非遗特色，努力打

造全新乡村文化旅游项目⑦。以文化传承为核心

资源进行明确、清晰的个性化旅游定位规划，积

极尝试、打造吐鲁番非遗特色主题的乡村文化旅

游模式。

其次，深入开掘、运用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文化内涵。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

发现，在乡村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吐鲁番地区

欠缺对本地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的

深度挖掘与宣传推广。目前吐鲁番地区乡村旅

游多侧重于规模扩张，大多数乡村文化旅游项目

缺乏特色，致使吐鲁番乡村旅游重复建设的景观

式风格较为普遍。增添旅游文化资源的多样性

魅力，在保持非遗本真度的基础上，实现产业融

合对接，对吐鲁番地区的乡村文化旅游具有重要

的推广价值。

譬如吐鲁番花毡、模戳印花织布染等国家级

非遗文化资源，可以将吐鲁番民间花毡的传统图

案、传统颜色和传达出的传统蕴含在充分挖掘、

整理、提取非遗元素的基础上，从多元角度将其

解构与重组，通过不同的表现载体全面开发、运

用到建筑、服饰、家居饰品、文具办公用品、旅游

Logo，城市图标等的装饰图案中或设计元素中，

不仅达到了对吐鲁番地区非遗元素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突出其中国优秀文化下的地方

基因和文化特色，也实现了以崭新的创新产品或

业态融入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进程中。

第三，开发系列乡村文化旅游文创产品。从

旅游输出角度出发，若想加速吐鲁番地区文化艺

术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除了独具特色的旅游

项目设计，特色旅游商品的输出也不容忽视。目

前吐鲁番博物馆文创商店中推出的以高昌故城

为主题开发的卡通高昌王、高昌王妃等高昌智慧

系列文创产品已日渐畅销并具有一定知名度。

其他的还可将例如吐鲁番地区代表性的非遗项

目桑皮纸制作工艺、维吾尔族传统建筑技艺（民

居建筑技艺）和吐鲁番木卡姆的文化因子进行提

取、再造，融入旅游元素，与游客分享体验，从文

化创意角度进行吐鲁番“非遗”系列乡村旅游文

化创意衍生品的开发，在为游客普及桑皮纸的材

料、技术演进、发展历程，当地传统民居的建筑特

色等艺术性的同时加深当地乡村文化旅游的“独

家记忆”。

（三）加大宣传力度，把握市场导向，打造品

牌化运营

首先，加大吐鲁番地区乡村文化旅游宣传力

度，把握市场导向。除吐鲁番市人民政府、“丝绸

之路在线”等官网专设“旅游吐鲁番”版块，拍摄

地区旅游主题宣传推广片，“吐鲁番零距离”、“吐

鲁番统一旅游”微信公众平台等互联网媒体定期

宣传外，还应加大在如微博、抖音、快手等各类

“流量”平台的多种新媒体手段对吐鲁番地区乡

村非遗文化资源、乡村旅游新产品进行宣传，引

导旅游者进行文化旅游消费。其次，政府、企业

需多了解乡村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确保乡村

非遗文化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具有针对性。

其次，加强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化建设。伴随

着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大众消费的理念和

行为也在不断升级，对旅游品质和产品的需求和

期待也在不断提高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

差异性文化符号建构着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⑨，

鉴于此，加强树立吐鲁番地区乡村非遗文化旅游

品牌意识与知识产权意识，打造特色乡村文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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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并提高品牌效应，在保证旅游质量品质化

与特色化的稳定长效发展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

吐鲁番地区非遗文化资源丰富，但非遗文

化旅游知名度较低，除桑皮纸非遗项目经过文

化创意产业的开发并进行一定的品牌打造后经

常活跃在全国各大文化产业博览会、展演等文

化宣传活动外，其他非遗资源都还未被充分挖

掘、运用及品牌塑形。除此之外，笔者在田野调

查期间发现，吐鲁番地区各类旅游景点的乡村

文化旅游商品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显然满足

不了旅游者的乡村文化消费需求。如可针对本

地区的花帽制作技艺和柳编编织技艺等具有特

色工艺要求的非遗项目进行文化元素的品牌塑

造，打造吐鲁番非遗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将此类

非遗资源集中展示以更深地满足乡村文化旅游

者的文化消费需求。

第三，多元化开发吐鲁番地区乡村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旅游形式。在当前体验式旅游经

济背景下，吐鲁番地区需积极提升乡村文化旅游

的观光体验性，结合非遗的体验性特征进行创造

性产业融合。例如，充分挖掘吐鲁番地区土陶烧

制技艺、柳编编织工艺、坎儿井建造工艺、沙疗等

代表性非遗项目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创造性地提

取这些工艺类非遗资源在工艺选材辨认、制作流

程演示、特色工艺讲解等内容的体验性特征，充

分开发非遗体验性旅游项目，可将其有效融入到

吐鲁番特色小镇、乡村民宿或乡村客栈的展示建

设当中；积极引进艺术家工作室和建立优秀非遗

技艺传承人工作坊，通过现场亲身体验的方式使

游客获取独特的非遗文化体验。通过消费者的

亲身参与及体验过程来实现非遗所衍生出的文

化内涵，同时将非遗所蕴含的审美功能、娱乐功

能、教育功能与乡村旅游产业有效对接，从而形

成创造性的乡村非遗文化旅游新模式，通过多种

形式的体验活动显现吐鲁番非遗文化旅游独特

的艺术氛围，同时激发出更强大的规模效应和市

场价值。

我国丰富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存

到今天，其面对的走向当代生活实践的传承挑战

使得其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在

融合发展过程中，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不

同途径和方法进行文化资源转化，也是解决当前

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瓶颈的迫切要求之一。

鄯善县“凯丽曼民族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制作的花帽

第三届吐鲁番春季旅游博览会”上民间手艺人的土陶工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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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19年 5月 1日至3日吐鲁番旅游接待

就达到57.29万人次，按照2018年“五一”假期3

天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08.92%，实现旅游收入

4.25亿元，同比增长104.1%⑩。而 2019年“五一”

小长假期间，吐鲁番旅游游客以自驾游、自助游

居多，这也为吐鲁番地区的乡村旅游提供了更自

由的多种选择与更加广阔的“亲睐”空间。在国

家非遗工作的指导以及全域旅游理念的引领下，

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化旅游二

者的融合发展、相辅相成，不仅有利于丰富吐鲁

番地区乡村文化旅游的文化内涵，助力吐鲁番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更有助于

推动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化旅

游业的双向、长久良性互动。在这种良性互动关

系与科学合理规划“组合拳”的集中发力下吐鲁

番乡村文化旅游将会展现出更大的发展后劲与

效益动能。从不同层面来说，这也是实现吐鲁番

地区乃至全国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同

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系中华文化视野下新疆各民族文化与内地汉

文化的交融交流研究(项目号：XJEDU2018SI005）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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