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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节庆活动包括传统节庆活动、现代节庆活动和民族节庆活动三种形

式，重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节庆活动不仅是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对弘扬区域民族文化、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增加特色旅游资源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本文在阐述重庆民族节庆活动内涵和作用的基础上，对重庆民族节庆活动

的特点进行了真实客观的评价，总结了当前民族节庆活动的总体发展态势，然后

在平台定位和创新发展方面给出了宏观的方向和具体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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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庆民族节庆活动的内涵和作用  

1、民族节庆活动的内涵  

节庆文化是各种节庆活动的内涵，它把节庆的形式和文化的内容有机统一起来，

主要包含传统节庆文化、现代节庆文化和民族节庆文化。相应形成的节庆活动为

传统节庆活动，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现代节庆活动，如大连国际服装节、

青岛国际啤酒节、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等；民族节庆活动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

的火把节、藏族的雪顿节等。  

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生机盎然；包容开放的陪都文化，博大精深；不屈不挠的

红岩文化，与时俱进；迎难而上的三峡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建了重庆市多元的文

化体系。重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

是现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族人民都为重庆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特别是土家族和苗族人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下，

与汉族等各族同胞共生共荣，形成了耐苦尚勤、喜乐达观的性格特征。在千百年

的抗争、创造和收获中，凭着特有的灵性和灵气，他们创造了独特的农耕文化，

产生了真挚热情的民歌文化、刚健奔放的舞蹈文化、独具魅力的饮食文化、争奇

斗艳的工艺美术文化和原始神秘的傩巫文化等，构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情，积淀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迄今为止，他们仍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如土家族有摆手舞、

赶年、唱傩戏、花灯等，苗族有赶秋节、踩山节、牛王节等，此外还有哭嫁、跳

丧等民族习俗。土家吊脚楼和苗族刺绣、蜡染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已

成为重庆重要的文化内容和旅游资源。  

2、、民族节庆活动的作用  

（1）整合社会资源。整合资源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最大化资源的利用效率。节

庆活动的组织者可以借助组织节庆活动为契机，充分整合举办地的人力、物力、

财力、信息等各方面资源，优化交通设施、公用设备、绿化、卫生等城市资源，

加强举办地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的投入，为当地和节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2）推动经济发展。节庆活动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多个行业都会

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举办一次节庆活动，为了满足成千上万参与者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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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旅游、餐饮、购物、住宿、广告、娱乐等行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还会通过

加深参与者对当地文化氛围和发展环境的了解，给其他行业带来间接的经济利

益。  

（3）传承地方文化。节庆活动除了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外，还能带来良好的

社会效益。节庆活动是最能反应文化特质的核心要素之一，凝聚着民族历史、人

类起源、氏族分支、宗教祭祀、娱乐交际、审美情趣、服装饰品等各个文化构成

的精髓。许多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通过节庆活动创造的市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使地方文化资源的魅力重新焕发了生机。  

（4）娱乐大众精神。大众参与节庆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放松心情和体验快乐，

成功的节庆活动肯定是面向大众和贴近百姓的；反之，节庆活动只有通过大众广

泛的参与才能聚人气、造声势、有气势，从而产生热烈的气氛，实现预期的目标。  

二、重庆民族节庆活动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多达 6000 多种，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节庆

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各地节庆水平参差不齐。重庆节庆活动的发展方向也顺应了

时代的主流，越来越受到有关当局和企业的青睐，总体上呈现良好上升的态势。

通过对其他城市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对比分析，发现重庆市当前节庆活动存在的问

题还比较多，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多而不精  
一年时间，重庆市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节庆活动加起来差不多有三百多个，但除了像“重
庆三峡国际旅游节”这样的王牌节庆活动以外，真正能享誉国内外的寥寥无几。还有些

节庆活动犹如昙花一现，初始的热情退却以后难逃夭折的命运，即使勉强支撑，也是经

营惨淡。随便一个节庆就可以冠以“国际”、“文化”之类的字眼，徒有其表的节庆活动是

没有生命力的。  
2、管理落后  
当前，重庆市大多数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政府，仍然延续着“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套路。

政府办节是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招商引资拉动消费，社会效益明显；企

业办节是推销产品、开发市场、寻找销路，经济效益明显，二者的定位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种政府主办，企业搭车的做法无法实现节庆活动专业化、规范化的运作，既浪费了政

府大量的公共资源、也无法真正激发企业的潜在动力。  
3、缺乏特色  
重庆节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十分相似，形式上多是花车巡游、明星演唱之类，内容上多

是“旅游节”、“文化节”之类，真正体现巴渝特色、民族风情和人文精神的节庆少之又少。

各个区县办节多是物质产品唱主角，缺少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不能做到错位发展，忽

略了对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4、人气惨淡  
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节庆活动的基础，而重庆市很多节庆活动的主角不是群众，而是

各路官员和演艺明星。各类节庆活动开幕式的门票价格过高，节目内容单一，缺少群众

互动，举办方很少愿意设置一些免费的娱乐项目供市民游玩，所以参与活动的群众无法

真正体验其中的乐趣。  
三、重庆民族节庆活动的发展态势  
1、国际化态势  
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节庆活动的大众性、广泛性、开放性使它蕴含了走出家门、

面向世界的内在要求，“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办节策略相辅相成。邀请国外各专业人士

为节庆活动的创办工作献计献策，派专人去国外学习先进的办节经验和理念，实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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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大力传播民族文化的精髓，使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同样散发迷人的魅力。  
2、市场化态势  
大量的财政投入和硬性摊派的办节方式使财政、企业和社会不堪重负。节庆活动应该本

着“成本与利润”、“投资与回报”等经济理念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实现以节养节，以节强

节的目的。政府的身份由主办人转为服务者，节庆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交由专业公司或

者行业协会负责，资源通过利润分享得到合理配置，财政通过各种税收得到有益补充。  
3、多元化态势 

2、 多元的节庆活动可以通过细分的市场满足不同客户多样的需求，做到有的放矢。节庆活

动多元化趋势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节庆活动举办目的多元化，繁荣经济、弘扬文化、

活跃生活、促进交流并存，侧重点相区别；二是节庆活动举办模式多元化，上下联动办

节、小型分散办节、多方结合办节、异国他乡办节、高新技术办节等模式层出不穷；三

是节庆活动举办形式多元化，包括文艺晚会、经贸洽谈会、研讨会和论坛等多种表现形

式。  
4、个性化态势  
一个节庆活动要想在众多的节庆活动中脱颖而出，就要有新颖的创意、独特的主题、鲜

明的特色，把节庆品牌做大、做响、做强，避免重复和雷同。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石

柱县盛产黄连和辣椒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长毛兔养殖基地，秀山县的花灯集歌、舞、小戏、

曲艺、杂技、吹打、仪式多种表演形式为一体，这些特色产业和悠久的民族文化资源为

个性化的节庆主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5、集约化态势  
随着节庆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注意到节庆活动作为经济载体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节庆活动和多个行业有着明显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将广告业、餐饮业、住宿业、商

业，手工业等多个行业串在了一起，延长了产业链。为了增强这种连锁反应，举办方会

将多个节庆活动放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地点举行，或者将节庆活动与旅游业、会展业、

娱乐业相互融合，捆绑推出。  
四、重庆民族节庆活动的发展对策  
1、重庆民族节庆活动的平台定位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活跃文化市场、保护精神财富、建设人文城市，重庆市委市政府根

据本市实际情况，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首先，重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将其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整体规划，加强对秀山花灯、渝东南民歌、土家族摆手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

发；其次，促进民族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打造长江三峡文化旅游、乌江画廊民族风情游

等文化旅游精品项目，推动黔江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基地、乌江文化旅游长廊等文化旅

游设施建设；然后，搭建以展示、交易、信息为重点的文化交流平台，构建多层次文化

节庆体系，支持各地举办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节庆，如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艺术节和秀

山花灯艺术节等。  
2、重庆民族节庆活动的创新发展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进步的源泉，也是一个民族兴旺的保证、繁荣的前提，民

族节庆文化只有与创新相结合才能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为了适应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和时代潮流，重庆民族节庆文化和节庆活动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创新。主题个性、鲜明，内容广泛、充实，才能使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通过

节庆活动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才能获得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媒体的聚焦关注。重庆悠久

的历史，美丽的山水、多元的文化为民族节庆文化和节庆活动的长足发展注入了充足的

能量，为了使民族节庆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首先是处理好传统内容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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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关系，既要保留经典节目也要充实新鲜血液；其次是坚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千方百计的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格的、民族气派的节日盛宴，打造自己的节庆

品牌和文化品牌；最后是防止不健康、不文明内容的滋生和蔓延，在民族文化和地域文

化的挖掘中摒弃其封建的、迷信的、低俗的成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2）形式创新。形式和内容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丰富多彩的内容只有通过灵活多样的

形式才能得以表现。表演、参观、体验等多种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都会增加节

庆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在形式创新上既可以借鉴国外成功节庆活动的经验，洋为中

用、洋为我用，也可以邀请参与活动的人民群众集思广益、自发创造。另外，一个致力

于长期发展的节庆活动应开发自己专属的节徽、节棋、节歌等系列文化标识。  
（3）推广创新。节庆活动的营销推介是提高节庆活动知名度、扩大节庆活动受众面的

有效手段，因此创新节庆活动的营销方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实现营销效果，一是

要积极寻找除了目标市场以外的其他潜在市场，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开拓新市场，

包括海外市场；一是要整合当地和外地的媒体资源，加强沟通联系，借助媒体力量加大

对节庆活动的推广宣传。投放商业广告、评选节日大使、征集“吉祥物”等手段都是提升

营销效果的有力对策。  
（4）管理创新。当前的民族节庆活动采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比

较适合重庆的实际情况。政府主导要求政府在节庆活动命名、主题确定、政策规划、公

共服务、利益协调等方面发挥导向作用；社会参与希望公众在环境氛围的营造和各项活

动的参与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市场运作机制通过竞争机制实现利润的最大收益、资源的

有效配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合作与竞争并存，政府、社会、市场各个领域实

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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