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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间音乐资源的旅游开发与利用 

徐琼 

(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231) 

【摘 要】文化旅游背景下旅游者对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日益丰富。浙江民间音乐资源丰富，极具地方特色，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音乐与旅游活动的审美共通性，结合浙江民间音乐资源的类型、分

布和特点，提出了基于旅游功能的浙江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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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旅游者素质的提高，旅游者心理需求和活动目的已经呈现出强烈的文化色彩。“文化旅游”是当前

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在旅游过程中融入地域文化，并通过旅游业保护和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音乐作为艺术的重要形态之一，揭示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魅力和艺术风格
①
。在“文化兴旅”的大背

景下，对音乐资源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可以有效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强游客的感官体验，从而提升旅游目的

地的吸引力，实现旅游和音乐产业的双赢。浙江是旅游和文化大省，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发达的旅游产业。浙江省拥有丰富

的民间音乐资源，如松阳高腔、新昌调腔、温州鼓词、浦江乱弹等。这些民间音乐历史悠久、朴实无华，来源于百姓又反哺于

百姓，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历史价值，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旅游开发价值。虽然国内一些地

区已经开展了音乐旅游资源的相关实践，如乐山的佛教音乐旅游开发、戏曲旅游开发等，但是关于音乐旅游、音乐旅游资源开

发的理论研究还仅仅在起步阶段。尤其对民间音乐来说，它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特性，要结合当地特色加以开发和利用，创新

旅游产品，增加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同时，通过旅游业的带动，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浙江民间音乐，对保护和继承该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2 音乐与旅游活动的辩证关系 

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对“美”的体验活动。任何旅游活动都是对美的发现、对美的追求、对美的享受的过程。因此，作为美

的化身的“艺术”是旅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旅游过程可以说是各种艺术与体验的高度融合
②
。音乐首先作为一种重要的艺

术形式，与旅游的审美互动完全一致。音乐的乐音序列和人类的情感序列具有同步效应。声如裂帛的清脆美、响遏行云的高亢

美、莺语蝶舞的纤弱美、珠圆玉润的连腔美等美的音响形式，使主体感官舒坦，情绪畅快
③
。因此，音乐和旅游活动在审美层面

是高度统一的。同时，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来说，音乐具备了旅游资源的吸引特性，有着独特的记忆点、时空特性，它能跨越时

空，能跨越种族的界限，使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联想起旅游活动的美好体验。如提起奥地利，就会想到“音乐之都”维也

纳，那里有激昂的阿尔卑斯山歌和优雅的华尔兹舞曲; 提起《彩云之南》《多彩贵州》就想起我国的云南和贵州等。各地纷纷推

出的旅游歌曲，一方面使得旅游资源的特色更为突出，品牌效应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旅游管理者对音乐与旅游发展的

                                                           
基金项目: 本文为浙江省旅游科学研究项目“浙江音乐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3ZC16。 

作者简介: 徐琼( 1982—) ，女，浙江新昌人，文学硕士，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艺术系讲师，主要从事声乐理论与教学研究。 



 

 2 

高度重视。文化旅游时代背景下，将音乐与旅游的结合，把同是审美体验的音乐欣赏者与旅游者合二为一，动态地、平衡地联

贯在一起，二者在“美”这一共同利益点上找到了合作的基础，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并且形成了音乐旅游这一具有特色的旅

游产品之一
④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音乐是旅游活动重要的组成元素，应当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研究、开发和利用。 

3 浙江民间音乐的类型与特点 

所谓民间音乐是指由普通百姓集体创作的、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景、生动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和愿望的音乐作品。

这类作品往往与百姓生活的环境紧密相关。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创作一方作品。作品具有创作过程的集体性、传

播方式的口头性、音乐曲调的变易性等特点。按照民间音乐的艺术特点可分为六大类:民歌、舞乐、说唱、戏曲、器乐、综合等。
⑤ 

民歌是民间音乐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是由集体创造出来的、最能直接反映现实、被人民群众普遍掌握、广泛流传的一种短

小的歌唱艺术。浙江以汉族民歌最具代表性，主要有沿海地区的船工号( 温岭、普陀等地) 、浙西南山歌( 金华、衢州等地) 、

江南小调( 绍兴、嘉兴等地) 等，其中也不乏有嘉善田歌、浙西南山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舞乐是指伴随民间舞蹈而演奏的音

乐，浙江的民间歌舞资源种类繁多，主要有采茶舞、奉化布龙、长兴百叶龙、余杭滚灯、临海黄沙狮子等; 说唱是一种以口语

说唱为主要表现手段进行叙事的表演，又称曲艺。在浙江流行的主要是主曲板腔类的曲艺音乐，是以一对上下句的基本唱腔骨

架进行各种变化来说唱，主要有温州鼓词、宁波四明文书、台州词调、临海词调、绍兴平湖调、温州道情、浙江宣卷、金华道

情等。戏曲是一种包容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艺术形式，它兼具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武术、杂技等各种艺术因素，

通过演员唱、念、做、打等多种手段相互补充，相互依托，融为一体。浙江的戏曲主要有昆曲、越剧、婺剧等;器乐指用中国各

民族传统乐器演奏的民间音乐，按照演奏形式划分为独奏音乐和合奏音乐两类。浙江的器乐主要有平湖琵琶演奏、江南丝竹、

嵊州吹打、舟山锣鼓等。 

综上所述，浙江具有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每个地区都有极富地方特色、民族特点的民间地方音乐，风貌独特，焕发着民

间音乐的活力和光彩。综合起来说，民间音乐有三大特点: 第一是取材于民，用之于民。民间音乐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都是由当地百姓写词谱曲，体现了原真性，如船工号就深刻反映了浙江省沿海地区捕鱼为生的生活状况。第二是地域特色明显，

记忆性强。浙江民间音乐的表演形式具有明显的方言性，保留了独特的语言魅力，避免了同质性。第三是多样性和区域的完整

性。浙江各地市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民间音乐，而且特色鲜明。各地市的民间音乐构成了绚烂的浙江特色民间音乐。 

4 浙江民间音乐资源的旅游开发和利用 

民间音乐不同于传统的流行音乐、西方音乐。地域特性限制了它不易于大范围流传，而且很多民间音乐非常小众，传统的

单一的节庆旅游如( 音乐会、主题音乐节) 、事件旅游等旅游开发模式可能未必能形成规模。笔者认为，浙江民间音乐资源的

旅游开发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要符合当地的民俗特色，与当地的旅游规划结合起来，特别要与乡村旅游规划相协调，将其作

为重点资源来打造。二要以特色为灵魂，以传承为主，适当进行创新，既保持民间音乐的神秘感又不失亲切感。三要以区域联

合、产品联姻等开发模式，将音乐、舞蹈和其他民俗等要素结合起来，推出区域旅游系列产品，并将其打造成重点旅游线路。

具体做法有: 

一是要做好三个结合。首先要与农村旅游发展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依托特色文化村建设发展民间音乐旅游。农村

是民间音乐的发源地，也是民间音乐广为流传之地。民间音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旅游是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之一。各地在旅游规划中一定要将其进行适当的设计和包装，做到规划先行，动中有静。根据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

计划，在每一个特色文化村中建立“一台戏”。该戏要充分吸纳当地一种或附近地区的几种民间音乐，定期开展演出，做到静中

有动。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下，游客能体验到最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从而增加目的地的吸引力。其次要与知名景区结合。民间

音乐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只有与高知名度的景点结合更能使两种资源在开发中达到效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海内外具有高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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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文化底蕴深厚的景区，更应该借助民间音乐进一步丰富其旅游内容，有效延长旅游者的停留时间。如浙江绍兴的沈园模式，

就很好地将园林景区和民间歌曲加以融合，使游客能充分感受到景区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最后要与科技结合，更快

捷的传播民间音乐。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开发“手指上的一场戏”，做到随时随地随性地收听民间音乐。或将民间音乐加以创新，

融入现代编曲元素，做成手机背景音乐也未尝不可。 

二是要做好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创新。传承和创新既相互矛盾，又相对统一。民间音乐只有传承才有其本真性和文化底蕴。

同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满足游客日益多样的旅游需求。民间音乐作为一种以美为主要艺术形态，其形式与本质和谐融合、完

美统一，与旅游审美过程具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民间音乐创作、民间音乐表演和民间音乐的鉴赏共同构成了整个民间音乐

动态画面。因此，一方面要在重要的民间音乐种类所属地区设立非遗保护区，将其纳入重点保护品种; 另一方面，在不改变民

俗民风的基础上，要在创作和表演上用高科技手段加以创新，以达到不同人群的需求。 

三是要建立地区民间音乐博物馆。根据浙江省十一个地市民间音乐的具体情况，分别设置一个民间音乐博物馆。博物馆是

旅游资源的核心吸引物，也是音乐资源得以保存和继承的理想场所。博物馆中可以展示当地特色的民间乐器、民间曲谱、民间

音乐表演视频以及民间音乐的历史发展等。同时，在博物馆里可以设置一些与民间音乐有关的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如民

间音乐 MTV、录音带和音乐卡片或音乐盒。开发制作诸如笛子、二胡等民族乐器作为旅游商品。在相对静止的博物馆中，游客可

以足不出户了解当地的民间音乐。当然，博物馆要尽可能地增加一些体验项目，从民间邀请草根人物来表演民间音乐，让游客

与表演者进行互动，通过学习弹奏和歌唱，让其能亲身感受到民间音乐的魅力。 

四是要区域联合、产品联姻的模式开展各种节庆或事件活动。要鼓励跨地区联合举办规模较大的旅游节。浙江民间音乐虽

然各地相异，但也可以分门归类。如词调类的就有台州词调、临海词调、绍兴平湖调等; 山歌类的有金华山歌、衢州山歌等。

旅游节的活动应以音乐为主，开展各种形式的比赛项目，再辅以其他诸如农事体验类、运动类项目等。要充分利用旅游节日与

游客进行互动，让游客参与其中。对民间音乐的表现形式可以有诸多创新，古今中外种种乐器，多种曲目，各种题材，不同流

派的音乐都可以应用到这一活动中
⑥
。可以旅游节庆为契机，以音乐艺术为舞台，促进民间音乐的传播，让游客在不知不觉之中

享受民间音乐带来的欢乐。 

5 结语 

民间音乐资源的旅游开发属于旅游学的研究范畴。音乐与旅游有着审美和体验上的共通性，音乐旅游可以说是文化旅游发

展的必然趋势。两者之间有着审美的相通性，能较好地进行互动，而民间音乐更是传统音乐的基石，通过与旅游的结合将其推

向非主流文化的前台，加快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民间音乐资源的旅游开发处于刚刚起步

阶段，开发现状并不如意，产品规模较小、层次较低，还没形成大的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音乐旅游在开展的过程中，应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充分挖掘和细分客源市场，差异合理组织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使音乐旅游成为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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