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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舟山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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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承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珍贵文化资

源,包括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节庆、传统艺术等。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文化自

信,建设文化强国,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舟山发展乡村旅游,应挖掘舟山渔农村

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在推动舟山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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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旅游恰好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繁荣的重要途径,并且有

利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当前在多重政策利好的驱动力下,舟山乡村旅游发展速度较快,各类乡村旅游产品分布广,增速快,但与省内其他城市比还有

着不小的差距。笔者对舟山乡村旅游业的现状及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舟山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从舟山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舟山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应用角度研究舟山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策略,以期助推舟山乡村旅游业发展。 

1 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1.1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舟山有着得天独厚的海岛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舟山的海洋非物质文化丰富多彩,传统生产技艺、海洋民歌、民间传说、民

间信仰、海洋民间绘画、海洋民间器乐、海洋民间手工艺等独具特色。舟山的民间习俗也极具海乡风味,如传统节庆习俗、渔业、

渔船、鱼食等生产生活习俗。然而当前舟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没有很好地与乡村旅游相结合,舟山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利用,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还有很广阔的空间,舟山的文化旅游还需进一步做深、做实、做大。 

1.2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当前,虽然舟山已经有许多被列为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旅游开发,并且也有许多相应的旅游纪念品,如独具特色的

观音饼、渔民画、沙雕等,但仍有许多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旅游开发,也没有包装成旅游产品。 

总体而言,目前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存在以下问题:(1)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范围窄,开发数量少,尚有大量非物质

文化遗产未被挖掘、开发;(2)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规模小,力度不足;(3)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市场推广不足,知名度较

低。产生的原因综合而言有三点:一是政府缺乏整体引导与规划,资金筹措渠道少,资金投入不足;二是旅游人才缺乏,不能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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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结合;三是对文化资源挖掘意识薄弱,品牌意识不强。 

2 渔民画的深度旅游开发案例分析 

2.1渔民画的发展历史 

舟山渔民画始于上世纪 80年代初期,自 1980年举办舟山首届渔民画展览后,渔民画便渐渐成为展示舟山乃至我国海洋文化、

海洋风情的重要部分。渔民画的主要内容以渔民们出海捕鱼、晒网、结绳等海洋生产、生活的场景为主。它的创建经历了初创

期、衰退期、过渡期、后发展期、提升期五个阶段,具体时间为 1989～1995的初创期、1996～2002年衰退期、2002～2006年过

渡期、2007～2008年后发展期,自 2009年开始进入了提升期。虽然渔民画从出现距今不过四十年,但它鲜活的记录了渔民生产生

活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最终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2渔民画的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舟山渔民画的创作基地有四个,分别为东极岛、蚂蚁岛、六横岛、沈家门。其中东极岛创作渔民画的历史最悠久,成就

最辉煌,东极渔民画及其作者在国家、省部级刊物上多次刊登,是舟山乡镇文化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文化品牌。虽然渔民画

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旅游开发中仍存在着各种问题,如旅游市场开拓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旅游产品较单一,周边衍生产品

不足、产品定位不够明确、开发层次不足、市场宣传力度不够、未树立品牌意识等。 

2.3渔民画的深度开发思路 

针对上述舟山渔民画市场存在的问题,渔民画的深度开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1)丰富渔民画的创作题材,融入其他

特色非遗和海岛文化;(2)着力开发渔民画周边产品,打开渔民画消费市场;(3)加强宣传包装,增加宣传渠道,打响品牌;(4)根据

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制作各类档次产品,灵活定价;(5)实行景点联合,实现销售平台的共享,并开通网络销售渠道。 

3 基于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3.1精选优质特色项目,进行重点式开发 

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量多质优,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但却没有很好地与乡村旅游产品结合,也未形成特色品牌。因此,要精

选特别具有海洋特色、海岛特色的开发潜力大的非遗产品进行重点、深入的开发,才能使非遗产品对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到

最大,打造舟山特色海岛旅游品牌,实现舟山旅游跨越式发展。 

3.2创新丰富开发方式,加强游客愉悦体验 

舟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应对开发方式进行创新与丰富,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既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发扬和继承传统

非遗文化,又能带给游客全新的体验,使游客获得愉悦与享受。目前主要的开发方式有以下几种:(1)建立民俗博物馆,选取富有地

方特色、民族特色的非遗产品,荟于一园,集中展示。如普陀展茅的“五匠馆”,岱山县的“渔业博物馆”、“盐业博物馆”等。

(2)打造休闲渔农庄,营造特色文化氛围。渔农庄可以展示传统表演曲艺、民间习俗、民间技艺以及传统生活生产方式,让游客亲

身体验参与,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3)举办各类旅游节庆活动,如普陀区连续多年举办的民间民俗大会等。(4)开发传统手工艺

旅游纪念品。如舟山渔民传统服饰、舟山海鲜传统制作工艺、舟山传统酿酒工艺等,利用这些传统手工技艺开发乡村旅游纪念品,

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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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科学合理规划,有效整合物质与非物质资源 

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必须借助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产品与乡村旅游景点结合才能凸显其文化价值。根据舟山

政府对各大乡村旅游区块的规划,将舟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组合,并与舟山的乡村旅游景点结合,可将舟山的乡村旅游

景点划分为以下几个区块:(1)定海乡村旅游景点。定海是舟山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拥有最为丰富的非遗资源,因此可将定海打

造成为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地,涵盖各类非遗项目。如展示舟山传统的单布袋木偶戏、翁州走书、渔民画、雕刻、剪纸

等系列的传统美术、书法、舞蹈等,还有舟山婚嫁习俗、传统礼仪、传统节庆及各类海产品、农产品的加工技艺等,使舟山各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展现。(2)普陀乡村旅游景点。由于普陀拥有佛教圣地普陀山,因此可打造观音佛教氛围,开发观音饼、观音

莲花茶、普陀佛茶等相关食品,以及与佛教有关的各种刺绣、画像、剪纸等。(3)岱山岛、嵊泗列岛等景点。要展现渔村风情,围

绕渔民的生活习俗,将渔民的生产、婚嫁、生活等作为重点进行包装,着力打造真实淳朴的渔家氛围。 

4 结语 

在休闲旅游繁荣发展的当前,游客越来越注重对于旅游文化、旅游审美的体验,追求充满特色的旅游项目。舟山的乡村旅游

虽然发展很快,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如果仍是仅停留在观赏性旅游阶段,缺乏文化内涵的支撑,就会落后于市场,发展迟缓。

因此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作用,以非遗开发促进旅游发展,以旅游发展促进非遗保护,做好供给侧改革,为

游客提供充实愉悦的体验,推动舟山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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