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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旅游开发过程中重点利用的资源。本文认为，旅游作为一种现代性元素，其介入在

强化了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也使传统节日文化在形式、内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与现代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

在市场经济导向的原则下得到了统一。本文进一步提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保护文化还是发展经济，最终目的都应

该以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和谐发展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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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都在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农民外出打工的政策放开

后，很多农民纷纷外出打工，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状况。在缺技术、缺资金、缺

人才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如火如荼发展的旅游业为苦苦寻找

地方发展道路的地方官员和村民展现了一个看似美好的前景，旅游开发成为当地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可资利用的各种传统文化资源中，节日文化资源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并且，由

于“当代社会中节日扮演着文化承上启下的特殊角色”，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变迁研究中一个重要

的侧面” 。[1]  

    近些年来，贵州省安顺市近郊的屯堡村落逐渐成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竞相关注

的热点。据史料记载，现居住在安顺地区的“屯堡人”是明代初期为了“征南”从江南移民而来的明朝

士兵及其家属的后裔。当时军队的居住地以“屯”和“堡”为单位来建制，后来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

所以又称呼他们为“屯堡人”。虽然他们以汉族人自居，但其在600多年的繁衍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的

封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这几个屯堡村落中，T村的发展尤为突出。 

    T村地处省会贵阳和省内黄金旅游线中心城市安顺之间，交通十分便利。自2001年9月首次开始接待

游客，迄今为止已经接待旅游者近30万人次。和T村相距不远的J村、B村、Y村等几个屯堡村落的屯堡文

化旅游开发也都提上了议事日程。T村的旅游开发工作启动得最早，最具规模，旅游开发对节日文化的影

响也表现得最充分。不过，别的村落虽说还未进行正式的旅游开发，但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的以屯堡节日

为依托的旅游活动也逐渐覆盖到它们，因而它们的节日文化也开始受到了影响。所以，本研究以T村为主

要调查对象，J村、B村和Y村为辅助调查对象。本研究是定性研究，具体方法主要是访谈法及对相关文献

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一、相关文献回顾 

页码，1/3传统与现代：旅游开发进程中的节日文化研究

2009-7-1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25



 

    戴维·J·格林伍德提出，“旅游业只不过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实包装连同其他资源一起拿去出售，

但我们知道，在任何地区，如果没有文化，当地人就无法生存，所以旅游业现正施加一种前所未有的对

人类的影响”[2]；朱德利认为，“民族文化资源应该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3]。汪克会以

民族旅游为例分析了旅游“文化污染”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4]。以上研究均是以旅游对传统文化

的负面影响为出发点，对旅游发展主要持的是批判态度。 

    在如何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方面，有研究者提出民族文化开发要避免牵强附会、低格调和不按民

俗办事等几种偏离倾向[5]。该研究取向赞同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但主张用合理的方式来开发文化资

源。 

    此外，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瞿明安认为，“旅游对人类行为活动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旅游风景区的兴建，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引起人们观念意识

和心理状态的变化”[6]。 

    对民族旅游来讲，节日文化对于一个地区旅游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宗晓莲、戴光全研究了东巴

文化对于丽江旅游发展的巨大作用，并肯定了节日活动对当地旅游业的推动作用。孙九霞也对节日符号

的旅游价值作了深入研究[7]。 

    宗晓莲运用布笛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对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指出要用

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变迁，并进一步指出旅游开发导致了民族文化的市场化，这必将对当地文化产生

深远影响[8]。但是，文章对问题的探讨仅限于理论上，没有具体实证材料支持，也并未对民族文化变迁

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当地人等各方应该努力尝试的发展方向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旅游开发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变迁问题，但大都只涉及了其中某个方面的

问题，不能从实质上揭示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本文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变

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完全归罪于旅游开发。文章进一步认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除了要探讨合理的

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方式外，对旅游开发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分配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本文尝试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来对旅游开发所导致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商品化和对某些传统元素的恢

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而提出无论是开发旅游还是保护传统文化，最终的目的都是以促进地方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和谐发展为目标。 

[[[[1]1]1]1]    [2][2][2][2]    [3][3][3][3]        下一下一下一下一页页页页 

� 上一篇文章：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 下一篇文章： 试析行政判例法制度的价值观对我国行政法治的影响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篇篇篇热热热热点点点点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隆回县花瑶民俗风情旅游开发 

 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在比喻中的制约性.. 

 论文摘登：挂靠_一种网络组织的生成

与.. 

 临终关怀的学科介入研究 

 县域、民生与和谐社会构建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 

 社会学法学所多名成员随课题组再赴

岳.. 

 湖南花鼓戏艺术特色探析 

 论旗袍的“错彩镂金”与“初发芙

蓉”.. 

 论文摘登：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与融资问题研

究.. 

      相 相 相 相 关关关关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 隆回县花瑶民俗风情旅游开.. 

� 张家界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与..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页码，2/3传统与现代：旅游开发进程中的节日文化研究

2009-7-1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25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Copyright© 2006 湖南社会学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06013080号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转载 

主办：湖南省社会学会 承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        站长：湘君子

页码，3/3传统与现代：旅游开发进程中的节日文化研究

2009-7-1http://www.hnsh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