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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融入文化 非遗重归生活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

5 月 15 日，第二届中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论坛在贵州丹寨

万达小镇举办。戴斌院长应邀出席并做主题演讲，全文如下：

从数据来看，刚刚过去的劳动节假期迎来了旅游复苏的转折

点。城乡居民在五天时间里共出游 2.3 亿人次，首过超过了疫前

同期水平；旅游收入 1132.3 亿元，恢复进程较清明节假期进一

步加快。值得关注的是，博物馆、历史遗址、文化街区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受到游客的广泛追捧，汉服走秀、手工木作、风筝放飞

等非遗相关活动成为旅游休闲的新亮点。值得关注的是，参与非

遗活动者不仅有大叔大婶，还有许多高举“颜值正义”的大旗破

圈而出的年轻人。古老而传统的文化遗产能不能变得更时尚？可

以走轻奢的活化路线吗？文化和旅游的融合能够走得更远吗？

一、看见与看见的方式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既要了解旅游消费和文化活动，更需要

回到生活场景展开跨界研究。出于对消费变迁和市场趋势的敏感

性，我想与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号 Instagram 和 InsDaily 上的两

篇文章。

一篇是介绍俄罗斯摄影师“造梦西娅”的森林童话作品[1]，

第一眼就被打动了：这个世界真的有童话啊！密林深处，小鹿闹

进仙女的聚会，静听落叶的私语；露深花重，白孔雀与女孩目光

交融，双眸勾勒银河坠落的行踪；山谷秘镜，巨熊与花仙抬头远

望，等落山风捎过春的讯息。而照片背后的故事呢，则是森林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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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动物虐杀、边缘人群的被歧视和自卑感，“对不起，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童话”。仿佛中国版的《装台》，每个人都喜欢舞台

艺术的美好，只有少部分人才会走进幕后看到艺术镜像的真实生

活。这位曾经的研究人员，如今拥有国际声誉的摄影师坚信，“这

个世界，有些东西应该被看见”。应该被看见的有自然、有历史、

还有思想和价值观，而最终哪些能够被看见则取决于我们看见的

方式。

另一篇是讲述“容貌焦虑”情境的模特与时尚的话题。[2]

年复一日，时尚圏都在试图确立起全新的标准，试图从逐渐大众

和庸俗化的既定审美中突围而出。身处俊男美女扎堆的圈子里，

一点点能让人记住的特征，往往比精致的外貌更加有用。于是我

们看到了“牙缝派”超模第一人 Lara Stone，看到了长着扁大鼻

子乌克兰少女 BabyUli，还看到了登上了《Vogue》封面的中国女

孩 Tin Gao，宽眼塌鼻、轮廓扁平的容貌，却以柔弱而放松的眼

神呈现出“反模（Anti Model）”女性的阴郁之美。世人可以接

受不完美的真实，文化遗产还需要极端的还原吗？还有必要保留

千百年不变的作业流程、标准和物料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很多时候，无论我们对曾经的过去如何地留恋，文

明总是生生不息地永续向前。

时尚太远，抖音很近。因为一位视频制作人日复一日的直播，

特别是那句极魔性的开场语，“QQ 弹弹，还能拉丝，好吃又健康

的高粱饴”，加上极具诱惑力的示范动作，60 后秒回童年，00

后秒变拥趸。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几代人的记忆，我不知道算不

算严格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但是这样的表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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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当代表现形式确是赢得了年轻人的欢喜，以至于要预约、

排队，甚至凭运气才能买得到定量销售的额度。如果安顺的波波

糖、贵阳的丝娃娃等传统食品，还有昨天在这里品尝的卡拉斗鸡，

也能够借鉴这样的传播方式，也许收获的不仅仅是消费的增长，

还有文化的自信吧。

二、功能的消失与价值的重构

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其产生、演化和

扩散的过程中，无不具有特定的生产生活的功能。毛笔、松墨、

砚台是用来写字的，写字是为在公文中表达思想、在家信中表情

达意的，今天，电子邮件、微信和抖音取代了传统的信件，键盘、

语音取代了笔墨纸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农耕时代

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已经不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也失去了其原有功能。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原是

自然规律，强求不得，非要如《倚天屠龙记》的赵敏那般强留，

多数情况下也是无法如愿的。那些已经失去原有的生产生活场景

的文化遗产，如果不能重建缅怀和审美之外的其它功用，只是依

靠政府保护、公共展示和小众兴趣，该怎样才能走得更远呢？

去年夏季，我在安微省临泉县调研长官杂技小镇的项目时，

现场请教了书记、县长几个数据：本地以杂技为生者、农闲时靠

杂技补贴家用者、家里有红白喜事请客看杂技者各有多少万人？

以上人群中 30 岁以下者占多大比重？在得到相关数据后，对这

个非遗小镇的发展充满信心。信心不是来自于政府有多少补贴，

也不是规划了多少旅游项目，预计有多少人到访，而是看到那么

多本地居民喜欢看杂技，也乐于演杂技，它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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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长的后劲，就会顽强地发展下去。类似长官杂技小镇这样根

植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用政府去保护，以

包容的心态鼓励其发展就是了。甚至是否一定要纳入到特定的非

遗体系去保护，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

需要保护和传承，但也不能总想怎么去规范和提高。要相信大众

的文化品味，也要相信企业家的商业智慧，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因

之具有了当代价值和重建的功能，一定会传承下去，也会扩散开

来。反之，那些失去了受众基础和年轻人自发传承动力的非遗项

目，可能只余下文化标本的价值了。

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我看了两遍，对立意、格

局和表演的艺术水准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除了影片结尾，县文

化局派员向主人公宣布他的唢呐套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外，坐在电影院里的两个小时里，萦绕我的一直都是挥之不去的

忧伤。电影里的村庄、河流、芦苇荡，生活在那片土地讨生活的

庄稼人，能够给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带来意义感的唢呐声声，太

熟悉，也太令人怀念了。可是走出那片土地，走遍这颗蓝色星球

的我清楚地知道：除了一曲挽歌，什么也留不住了，再也回不去

了。就像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那些每日都在消逝的自然村落，

以及想象中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方式，还有皮影戏、华阴老腔、

拉洋片、吹糖人、草鞋编织、插秧放牛的场景，都在不可逆转地

远去。它们或者以文学、音乐、美术和歌曲的形式而成为历史的

记忆，或者以官方认定的非遗项目而成为文化标本，让我们在凝

视历史时得以清楚地看见来时的路，以及路途明亮的灯火和天空

中闪耀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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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汤加王国的博物馆观看当地人如何在沙上作画，有

的是极其简单的花鸟鱼虫，有的是极其复杂的神秘符号，据说也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兴趣盎然的同

事也学着画了几幅，发在朋友圏里引多不少好奇的评价。然而离

开那个环境以后，哪怕是原住民，还会坚持以此来娱乐吗？儿时

在乡下的玩泥巴、推铁环、跳房子的游戏，是一代人的记忆，再

过些年，也会进到博物馆中展陈吧。然而，我清楚地知道，无论

多么地不舍，这些终究会沉入历史的河床或者升入遥远的星空，

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等我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长大了，她们

会有她们的游戏，她们的幸福。在主客共享美好生活的大众旅游

新时代，来自异国他乡的游客已经广泛进入了目的地城乡居民的

休闲场所，他们需要繁华的记忆，更需要触手可及的温暖，以及

走向未来的文化、科技与时尚。当旅游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

地融入到文化领域，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非遗十分有必要，也

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加时尚。

三、当非遗遇见旅游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物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批示

指示精神，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活化和旅游利用提

出了总体要求。自 2004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我国切实履行缔约国责任和义务，按照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认定和保护等

项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到目前为止，我国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有 42 项，位居世

界第一，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项目共计 1570 项，涉及 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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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项和保护单位。认定和保护是基础，还要推动非遗保护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2014 年的文化

遗产日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2017 年国家出台《中国传

统工艺振兴计划》，2018 年随着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非遗+

旅游”成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元素。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让收藏在禁宫中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4]

对此，既有思想的统一，也要有实践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物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批示

指示精神，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活化和旅游利用明

确了现实路径。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

标志，对于文化不能仅停留于开发，更要活化，充分挖掘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

获得感。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归当代生活，在日常场景中

重构其功能，重建其价值。这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既不是让当代

人回到过去的农耕时代，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的手工业生

产方式，那不现实，也不可能。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特定节日的特

定仪式缅怀过去，是把传统的要素融入到当代生活。当远山的涓

涓细流汇入江河湖海，它看上去消失了，实际上永生了。现在的

非遗保护传承是财政在负担，政府在主导[5]。从财政预算到主

管部门，再到从行业协会；从法律法规到项目和传承人的评定标

准，再到评定专家的组织；从非遗项目的展陈与传播到非遗传承

人的培训与提升，有一个组织相当严密，运作非常规范的体系。

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问题是



- 7 -

这样一套相马而非赛马的机制，是否也会像科举制那样内卷呢？

每个认定的项目都是符合标准和程序的，可是总觉得达不到理想

的效果。事实上，从过去几十年政府主导的旅游业制度创新来看，

面向市场主体的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旅游景区等级的划

分与评定，面向行政主体的优秀旅游城市、全域旅游示范区，都

是长于分级短于分类。也许该是反思单一行政力量主导非遗保护

与传承，市场机制在非遗利用与活化进程中缺位的时候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物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批示

指示精神，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活化和旅游利用指

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

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

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无论我们多么留恋过

去，时代的河流总要奔腾向前，未来有无限的可能等着我们去创

造；无论我们多么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也终要与这颗蓝色星球上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对话交流，为人类文明创新发展

承担应有的责任。在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宽容和自由

比什么都重要，不能总是自以为是要求年轻人这个不能做，那个

不能做；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保护和传承不是为固定自封，

更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视

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生产、生活、科技、文化、艺术成就，

让更多人沿着任何可能的方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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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居里，《俄罗斯妹子拍出最“残忍”童话，惨遭 10w 网

友诅咒：生气吗？生气就对了！》，见 2021 年 5 月 8 日 Instagram

优选微信公众号。

[2]可乐，《求求卡戴珊别再 P 图了，你脸上的瑕疵也怪美

的~》，见 2021 年 4 月 22 日 Ins Daily 微信公众号。

[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

定义，指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

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人有关的工具、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

体的语言和传统美术等。

[4]2013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发表重要讲话。

[5]根据财政部官网发布的《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0]199 号），2021 年非

遗保护资金预算总金额为 7.24 亿元，涉及 31 个省（区、市）及

5 个重点城市。这是中央本级预算，各省市县区还有数倍于此的

地方预算。

[6]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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