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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民族村寨 

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以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邓星匀
1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业从最开始独立的产业逐渐与

文化产业相融合，二者的融合发展，无论是对于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还是对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都极具意义。

从产业融合和传播学的视角出发，以西江千户苗寨作为研究案例地，探讨现阶段非遗传播与民族村寨旅游融合发展

的问题，对此提出非遗+苗寨 VR体验馆、非遗+苗寨演艺竞赛、非遗+苗寨主题学习馆、非遗+苗寨住宿群体、非遗+

苗寨餐饮群体、非遗+苗寨文创店六种融合路径，旨在让苗族非遗文化能同苗寨旅游的发展一起大放异彩。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播 民族村寨旅游 西江千户苗寨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近些年来，随着文旅融合的日益兴起，旅游业已从最开始的独立产业逐渐与文化产业相融合。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文化方面，规划要求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培育以文物保护单位、

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和实践活动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学旅行和传统村落休闲旅游。扶持旅游与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数字文化产业相融合。发展文化演艺旅游，推动旅游实景演出发展，打造传统节庆旅游品牌。推动“多彩民族”文化旅游

示范区建设，集中打造一批民族特色村镇。可见，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息息相关。然而，在

西江千户苗寨中，旅游发展的速度与苗寨内非遗对外传播的广度、深度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从产业

融合和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民族村寨旅游融合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构建出二者融合发展的路径。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传播属性 

2011 年 2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

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一种文化，随着文化传播学近年来的兴起说明文化是具有传播属性的，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因此它也是具有

传播属性的。早在 2013年何湘华学者就在自己的书中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了传播的要求，传播既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下去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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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江千户苗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全国乃至世界

最大最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寨，它是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截至 2021年 5月初，根据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整理所知，申报地区为雷山县，与西江千户苗寨中苗族人民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共计

13项，省级共计 14项(表 1)。 

3 非遗文化传播与西江千户苗寨旅游融合发展问题 

3.1苗寨村民传播意识薄弱，传承人存在断层问题 

在西江，村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但传承人严重出现老龄化、后继无人等问题。像村寨中会唱苗族飞歌的人大多数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其中能完整知道苗族飞歌歌词大意的人也屈指可数。如今，苗寨通过进行旅游开发，让村民们的收入较过往

有了较大改善，但是也让村寨中非遗的传承人陷入困境，传承人虽能切身感受到非遗的文化价值，但却不能感受到非遗变现的经

济价值，因此，许多传承人会发展与非遗无关的副业来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有的甚至将非遗作为副业。传承人的子孙后代在目

睹此现象后，便不愿以非遗为业，更愿意在村寨里经营其它业务或者外出务工。长此以往，村内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存在严重断层

的现象，村民们对外传播非遗文化的意识十分淡薄。 

3.2非遗文化传播方式陈旧，对游客吸引性不强 

表 1西江千户苗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及名称 

类别 名称 公布时间 级别 

曲艺

类 
嘎百福 2007年(第二批) 省级 

民俗

类 

苗年鼓藏节苗族招龙苗族三月坡苗族扫寨苗族吃

新节 

2008年(第二批)2006年(第一批)2007年(第二

批)2007年(第二批)2007年(第二批)2007年(第

二批) 

国家级国家级省

级省级省级省级 

民间

知识

类 

千户苗寨建筑工艺 2005年(第一批) 省级 

民间

文学

类 

仰阿莎苗族贾理 2008年(第二批)2008年(第二批) 国家级国家级 

传统

技艺

类 

苗族吊脚楼营造技艺苗族芦笙制作技艺苗族银饰

锻造技艺苗族织锦技艺苗族服饰文化苗族古瓢琴

制作技艺鱼酱酸制作技艺苗族植物彩色染技艺 

2006年(第一批)2006年(第一批)2006年(第一

批)2008年(第二批)2005年(第一批)2015年(第

四批)2019年(第五批)2019年(第五批) 

国家级国家级国

家级国家级省级

省级省级省级 

传统

美术

类 

雷山苗绣 2006年(第一批)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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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音乐

类 

苗族飞歌苗族酒礼歌苗族箫笛曲 
2008年(第二批)2009年(第三批)2019年(第五

批) 
国家级省级省级 

传统

舞蹈

类 

苗族芦笙舞苗族铜鼓舞苗族古飘舞 
2008年(第二批)2008年(第二批)2015年(第四

批) 

国家级国家级省

级 

传统

医药

类 

苗医药(骨伤蛇伤疗法)肤裂收敛膏制作技艺 2008年(第二批)2019年(第五批) 国家级省级 

 

资料来源：根据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整理所得 

西江千户苗寨从最开始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寨到如今成为国内外遐迩闻名的旅游村寨，离不开苗寨自身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

和文化内涵。走进苗寨中，游客能迅速被苗寨中的自然景观所吸引，可是对苗寨里众多非遗文化的兴趣却不强烈。通过了解发现

苗寨中对非遗常态的宣传有三种方式，一种是集中在西江苗族博物馆内，非遗在馆内的呈现方式多以图片+文字形式为主，另一

种为景区内设置有一些非遗体验馆，除上述之外，村寨里还设有一些商家经营与非遗相关的店铺，如银饰、苗族服装等店铺。通

过梳理不难发现，平日苗寨中非遗常态化的传播方式较为陈旧，缺乏新颖性，对于游客而言太过千篇一律。 

3.3非遗文化传播缺乏本真性，游客感知真实性降低 

在苗寨中，一些服饰店会出售纯白色的苗族盛装，商家会对游客宣称纯白色的盛装是苗族姑娘结婚时所穿，许多年轻游客为

之心动，立马拍照打卡。但实质上，经过文献研究和对当地土生土长的苗族人民进行访谈时，发现这种盛装并不是苗族姑娘结婚

时所穿。苗族人民结婚时穿着的盛装一般分两层，内层为家织染青布，外层为紫色或蓝色绸缎。衣袖、衣边及肩托部位均是用挑、

给等绣法绣上龙、风、蝴蝶等动物，下装则为青色家织布的长长给裙。而商家租售的白色盛装和对游客的说辞无非是为了迎合现

在年轻人求新、求异、求奇的一种心理，以此为自身谋取更多经济上的收益。可见，商家在为了盈利的同时，让非遗的传播失去

了本真性，降低了游客感知的真实性。 

3.4非遗文化传播效果欠佳，游客印象不深 

西江千户苗寨中虽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平台，但是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先说博物馆内的非遗的静态展示，游客经

过非遗的介绍牌时，对图片和文字大多随人流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再说到村寨中虽设有非遗体验馆，但它不仅位置隐蔽，且游客

在体验时，多在师傅指导下一步一步完成，在这期间师傅虽教授游客传统手工艺的流程，游客虽获得了体验感，但游客对工艺的

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知晓甚少。同时，走进西江苗寨中具有非遗小巷美誉的嘎歌古巷中同样发现古巷中售卖的商品都是大同小异

的银饰与服饰，难免会给游客造成视觉上的疲劳与对非遗文化认知上的局限。苗寨在利用一些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

时，应考虑到游客在接触后，能否在游客认知、态度、行为上起到积极的效果。目前，苗寨中非遗文化的传播效果对游客缺乏影

响力，游客不能通过现有传播方式增加自己对苗族非遗文化的了解与兴趣，更不能对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真正心存目识。 

4 非遗文化传播与民族村寨旅游融合发展路径 

谭宏学者早在 2009年就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象应为旅游者，对于其传播有两个好处：一是部分旅游者最终可能成

为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受者，甚至有些人可能最后超过了当地文化圈内人对本族群文化的信仰。二是所有的旅游者都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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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者紧密相连，非遗的传播与民族村寨旅游的长期发展更是密不可

分，本文提出二者融合发展的路径，以期改善现存问题，为苗寨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4.1非遗+苗寨 VR体验馆 

在 2017年，故宫推出了“故宫 VR体验馆”项目，这个项目借助先进的 VR技术，让游客戴上 VR眼镜好像突破了时空限制，

能在鲜活的历史场景中行走、触摸和体验。景区用这种高科技手段来增加观众对故宫文化总体概况的认识。在西江千户苗寨中，

同样可以引进 VR技术，借鉴“故宫 VR体验馆”项目的成功，推出“走进西江美景，感受非遗魅力之 VR体验馆”，在这个虚拟

的 VR体验世界中，可以分为两个场景模块，模块一是介绍西江当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模块二是介绍西江当地蕴含的非遗

文化，在这个虚拟的体验中，可以一边配上介绍的语音，唤起游客的听觉，一边配上清晰的镜头，带动游客的视觉，让游客随着

视觉加听觉的联动，一步一景地感受苗族人民刺绣、银饰锻造的那份安静与美好、体会苗族人民过苗年、唱苗族飞歌、跳芦笙舞

的载欢载笑。 

4.2非遗+苗寨演艺竞赛 

西江千户苗寨对外是游客游览的景点，对内是村民们居住的社区。因此非遗的传播与民族村寨旅游的融合发展离不开村民

的参与。但是如何能有效的激励村民甚至村寨中的年轻人参与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队伍当中来，演艺竞赛便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在苗寨中，相关部门可以在寒假和暑假举办一些比赛，如苗族飞歌大赛、芦笙舞大赛、铜鼓舞大赛、传统手工艺大赛，邀请景区

里的非遗传承人当评委，设置丰厚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此激励村民们踊跃报名参与。让进入景区的游客可以感受到当

地人对非遗的重视与热爱、当地村民可以感受到旅游公司对寨中非遗文化的珍视、当地的年轻一辈也能通过这些演艺竞赛耳濡

目染，感受到非遗的魅力。 

4.3非遗+苗寨主题学习馆 

在西江千户苗寨中，有一所西江中学，政府部门可以利用中学里闲置的教室或其它场地，并与当地的非遗传承人进行洽谈，

统筹好授课的时间、内容，对外发布课程表，让中学的学生和前往苗寨的游客有机会在非遗传承人的现场讲解、亲身示范、亲身

教学中进行非遗文化的学习与体验。非遗+苗寨主题学习馆不但让非遗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保证非遗对外传播的真实性，也让

苗寨成为聚集了观光与学习功能的旅游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景区的内涵与功能，让景区对外的宣传与影响都有新的着力点，以

此也可以吸引一些对研学旅游、亲子旅游有兴趣的群体，来让非遗文化对外进行更好的传播。 

4.4非遗+苗寨住宿群体 

来到西江千户苗寨的游客为了一饱观景台视角下的苗寨夜景，大多会选择在苗寨内留宿一晚，所以在苗寨中经营住宿业的

商家、村民们不计其数。住宿业的经营者可以考虑和相关部门协商打造非遗主题民宿，在民宿中设置非遗文化墙，并且在美团、

去哪儿、携程等相关网站上推出非遗主题客房，例如苗绣主题房、银饰主题房、服饰主题房、古瓢琴主题房、萧笛曲主题房等，

在提升自己民宿竞争力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或者探店网红前来打卡，推动各项非遗文化的传播。 

4.5非遗+苗寨餐饮群体 

2019年雷山县申报的鱼酱酸制作技艺已经入选贵州省的非遗技艺名录，并且鱼酱酸在《舌尖上的中国Ⅰ》《舌尖上的中国Ⅱ》

上的热播，提高了它对外的知名度。游客在西江饮食方面的感知通常会提及长桌宴，殊不知长桌宴上的一个叫酸汤鱼的美食，它

的汤底原料的制作就源于鱼酱酸。在苗寨的餐饮店里，可以播放的鱼酱酸的制作技艺和《舌尖上的中国》等短片，让游客有更直

观、深刻的印象，让鱼酱酸和它的制作技艺文化能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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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非遗+苗寨文创店 

肖瑱等学者曾说过手工艺非遗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旅游文创产品为手工艺非遗提供了载体，有利于非遗文化保

护及传播。像苗寨中嘎歌古巷的商家在售卖银饰、服饰之余，可以和当地的手艺人共同思考如何利用银饰锻造技术、织锦技艺这

些传统手工艺与当代材料、技术融合，推出一些兼具美学和实用性的旅游文创产品，如包含苗绣元素而形成的钱包、手绢、日历、

本子、名信片、灯罩、杯具、书签、扇子、相框、挂画等，打造非遗文创店。 

5 结语 

随着近年来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要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播和民族旅游地的融合发展必将成为一种趋向，西江千户苗寨这一案例地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极具

文化内涵，对于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民族村寨旅游融合发展的意义重大。本文所探讨的非遗+苗寨 VR体验馆、非遗+苗寨

演艺竞赛、非遗+苗寨主题学习馆、非遗+苗寨住宿群体、非遗+苗寨餐饮群体、非遗+苗寨文创店这六种路径在真正的落地中、实

践过程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投去关注的目光，那就是绝不能为了迎合游客的喜好进行旅游开发，而失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

性，唯有做到这一点，非遗的传播与民族村寨旅游的融合发展才会显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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