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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述了甘肃省白马藏族民俗旅游开发的内容 ;以矩阵和模糊数学相结合的定量分析方法为主, 探讨了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开
发的可行性 , 并就白马藏族民俗旅游的开发条件、开发设想、开发原则及开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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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内容分析

甘肃省白马藏族分布地区如图1 所示。在对白马藏族

民俗旅游资源的研究探讨过程中 , 对民俗旅游资源内容有了

充分的认识, 发现民俗旅游的内容丰富。但作为开发项目 ,

其不具备将其民俗资源全部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其

内容的分类方面考虑, 根据民俗旅游资源的存在形态和表现

形式, 可将其划分为3 大类型: ①物质民俗旅游资源, 包括3

个亚类: 生产民俗、消费民俗、流通民俗。②社会民俗旅游资

源, 可分为5 个亚类: 家庭民俗、村落民俗、民间组织民俗、礼

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③精神民俗旅游资源[ 1] 。民俗旅游

种类众多, 因此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必须对其内容进行选择 ,

在选择过程中要选择白马藏族与其他民俗资源不同的、最具

特色的部分才能构成白马藏族对游客的吸引力。这其中的

差异就是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卖点。介于以上考虑, 在

对其各项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 选择以下内容作为开

发重点。

图1 甘肃省白马藏族分布地区

Fig .1 The distributing regions of Baima Tibetanin Gansu Province

1 .1  物质民俗旅游资源

(1) 生产民俗。包括采集民俗、狩猎民俗、畜牧民俗、农

耕民俗、手工业民俗等。在这个分类中略去白马藏族较弱的

采集民俗和狩猎民俗, 将开发的重点放在农耕民俗、畜牧民

俗、手工业民俗上。在农耕民俗、畜牧民俗方面, 由于现在的

白马藏族以农耕、畜牧为主, 驾驭蝙牛拉木犁耕地, 种植荞

麦、燕麦、青稞、胡豆、土豆等农作物, 以养猪、放牧山羊、养蜜

蜂、采药材作为副业 , 因此考虑在这方面开发1 个或几个白

马农家小院及附近田园 , 在不影响当地居民劳作的基础上 ,

让游客参与农作物的种植、灌溉、收割 , 充分感受白马人的劳

动[ 2] 。在手工业民俗方面, 白马人会在闲暇时, 用麻线锤捻

麻纺线, 揩毡织布, 酿制砸酒、蜂蜜酒。因此, 可结合农耕民

俗同样在农家小院里让游客亲身参与麻线、蜂蜜酒的制作 ,

丰富民俗旅游的内容, 增加可参与活动 , 提高游客的参与性

和积极性。

( 2) 消费民俗。包括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消

费民俗是民俗资源中最具吸引力也是开发难度相对较小的

项目之一 , 在这方面可进行整体综合性的开发。将保存完

好、依山傍水而建的白马藏族的房屋———2 层或3 层青瓦木

楼进行修葺, 显现出老木楼古朴大方, 突出木楼雕窗绘彩, 让

游客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品尝白马人以荞麦、马铃薯、胡

豆、猪肉、羊肉为主料作出的特色食物 , 了解当地人不吃酥油

糟耙的习俗, 在穿着白、黑、花3 种袍裙的白马姑娘和穿白

袍、系红腰带的白马老人的簇拥下一起唱歌、饮酒、舞蹈。来

源于古老传说的白毡帽是白马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 可以让游

客戴上白马人最古朴的白鸡毛, 体会古老神话传说带来的新

奇感受[ 3] 。最后还可将食品、服饰开发为旅游产品, 以较低

的成本和游客愿意接受的价格出售给游客, 增加旅游收入。

1 .2 社会民俗旅游资源

(1) 礼仪民俗。包括生育礼俗、成年礼俗、婚嫁礼俗、寿

诞礼俗、丧葬礼俗等。礼仪是各个民族之间最具差异的方面

之一, 可以说几乎是每个民族的礼仪都是这个民族对外人最

具吸引力的民俗, 现今几乎绝大部分民俗旅游景点都已将重

点放在了最具开发性的婚俗上。白马藏族的婚俗从说媒到

定亲再到结婚都不离酒, 婚礼上辣椒秆、烟草熏呛新客, 屋里

屋外互相对歌的习俗都是这个民俗资源的独特之处, 也是开

发婚嫁礼俗的重点。在旅游项目中安排游客参加白马藏族

婚礼, 体验婚礼的整个过程, 会给游客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

有利于提高整个白马藏族民俗旅游的水平, 丰富民俗旅游内

容,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在客源地区展开宣传效应, 是一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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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旅游项目。在婚礼编排上要尽可能展现婚礼的原貌。

另外, 给客人脸上抹锅灰, 祝客人幸福快乐、吉祥如意, 白马

姑娘、小伙身着节日盛装 , 手端青稞蜂蜜酒唱起迎宾歌, 客人

们喝下香甜的青棵蜂蜜酒的习俗也不能忽略[ 4] 。当然白马

人接待宾客的礼仪远不止这些, 文化工作者可将其进行系统

的整理 , 从商业化的角度设计出让广大游客都能够接受的入

乡习俗。其他的礼仪习俗由于不具有较强的可开发性 , 在这

里不予考虑。

(2) 岁时节日民俗。包括传统节日、公历节日、宗教节

日、二十四节气等。要丰富民俗旅游, 仅仅依靠常规的旅游

项目是不够的, 为了能够对当地民俗旅游产生大规模的宣传

效应, 同时增加文化内涵 , 抓住机遇, 白马藏族独特新颖的采

花节是开发中不可缺少的旅游项目。每年农历5 月初1 至

初5 , 白马人都要穿着节日盛装参加一年一度的采花盛会。

采花节有着自身一套完整的分为抢水沐浴、焰火晚会、敬酒

祝福的程式以及应时的歌曲。如采花时要唱《告别歌》, 姑娘

们边采花边唱《采花歌》, 敬酒祝福时唱《敬酒歌》等[ 5] 。在早

期宣传过程中, 可运用白马人给采花节这个播种节所赋予的

“先开花 , 后结果”的深刻寓意 , 让客源地的游客领悟到这是

他们对人生的尊重, 是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加强节庆旅游的

文化内涵。采花节在民俗旅游开发后期将作为开发重头, 加

大宣传, 丰富内容 , 最后将其规模影响扩大到整个目标市场 ,

使其成为与青海、甘肃回族花儿会相媲美的民俗旅游项目。

1 .3  精神民俗旅游资源  包括信仰祭祀民俗和民间艺术民

俗。这一点虽无明显的可开发项目 , 但仍有很大的开发潜

力, 对开发整个白马藏族民俗旅游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讨论白马藏族与其他民族最显著的区别, 是早期开发中让游

客了解白马藏族的切入点。这个特殊之处就在于白马藏族

并不信奉藏传佛教, 而是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崇拜大

自然。山、水、火、灶甚至树桩、岩窝都是崇拜对象, 被认为是

神的化身。所有的白马寨子里没有寺庙和经蟠。这个不同

之处就是开展早期宣传中的吸引点。在这一旅游资源中能

被利用的要数“朝格”。居住在四川省平武县、南坪县以及甘

肃文县的白马藏族, 举凡各山寨都有木刻面具 , 白马藏族称

其为“朝格”[ 6] 。每当到了1 月初5 、13 , 白马藏族将面具集中

到一起, 由村中的藏族男子若干人将面具戴在头上, 按传统

动作, 到各家各户、村头寨尾舞蹈。在开发过程中, 舞蹈与信

仰民俗要结合在一起, 在旅游区内开发露天广场用于当地人

进行表演, 供游客观赏, 令游客体会古老民族宗教崇拜的神

秘和神圣 , 这部分可开发为夜间旅游活动项目的一种。晚会

主要是为客人们表演白马藏族的舞蹈和歌曲, 将神明崇拜与

歌舞晚会相结合开发。除了面具舞以外, 也可利用白马藏族

非常丰富的歌舞, 充实晚会内容。如表演与白马人的农业生

产、牧业生产、日常生活和爱情婚姻有关的迎宾歌、丰收舞、

砍柴歌、打猎歌、放羊歌、酒歌、情歌等。

2  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2 .1 定性分析

( 1) 地理、文化背景丰厚。文县白马人居住在白水江自

然保护区内白马河峪流域的铁楼乡, 分别住在白马峪河岸的

10 个山寨。而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横贯陇南文县、武都

县, 辖区内有远近闻名的2 江6 河[ 7] 。2 江6 河自古以来就

留有先贤的足迹和美好的传说, 记录着保护区的人文历史 ,

展示着古老的民风和前人智慧的结晶。而白水江河道两旁

自古以来就是先民们入蜀的自然通道, 即历史上著名的阴平

古道, 是汉、羌、氏各族人民经过几千年共同努力开辟的入川

道路。位于白水江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地带的碧口是一座

有着悠久历史、荟萃了甘川文化精华的古镇, 至今仍为甘肃

省四大名镇之一, 是甘川陕的重要咽喉地段。所有这些构成

了开发白马藏族丰厚的地理、文化背景 , 有利于进行综合性

的开发 ,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 扩大客源市场。

( 2) 周边自然人文环境组合状况好。白马藏族民俗旅游

单独开发受到交通等客观因素的诸多限制, 因此将其融入更

大的旅游开发区域、作为大景区的一部分人文景观更具可行

性。表1 是针对保护区的旅游资源综合开发的内容分析, 白

马藏族作为其中一部分起到充实文化内涵、丰富旅游项目的

重要作用。

表1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内容

Table 1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ntent of tourismresources in

Baishuijiang National Reserve

景观分类
Landscape
classification

亚类
Subclass

开发内容
Development

content

自然景观 植物景观 保护区内相对高差大, 气候有明显的垂
直变化, 植物形成包括高山灌丛草甸带
的5 个垂直带。有草木花卉植物16 科,
木本观赏植物47 种[ 8]

Natural
landscape

动物景观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数量占全世
界1/ 10 ,金丝猴、羚牛数量相当可观,绿
尾虹雉不计其数 ,二级保护动物藏酋猴
等更是随处可见

人文景观 白马风情 铁楼乡的白马人由于居住离汉区较远,
加上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和交通的制约,
白马人自觉不自觉地保留着一部分本
民族的特征

Human
landscape

历史古迹 阴平古道和阴平古国遗迹; 刘家坪、让
水河一带三国魏将邓艾率军入川的行
军栈道; 石鸡坝乡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遗迹等

风 味 名 特
产

黑木耳和花椒是省内较有名气的地方
特产;天麻、杜仲以产量高质地好闻名
国内; 蕨菜、薇菜远销海外

2 .2 定量分析

( 1) 评价方法。笔者从资源本身价值、区位条件2 个方

面, 用12 个具体评价指标来确定评价要素指标体系, 权重的

确定采用特尔菲法。确定权重时按照标度定义逐个评价各

个层次 n 个因素之间的两两关系, 即评价 A1/ A1 , A1/ A2 ,··

·, A1/ An , 然后依次评价 A2/ A1 , A2/ A2 ,···, A2/ An , 直至 An/

A1 , An/ A2 ,···, An/ An , 由此形成矩阵系:

  

A1/ A1 K A1/ An

M O M

An/ A1 L An/ An

进行矩阵运算, 可求得权重 Wk( k = 1 ,2 , ⋯, n) , 且满足

Σ
n

k =1
Wk = 1 。采用上述计算方法 , 得到甘肃省自然生态旅游资

源评价指标体系B、C 层评价要素权重, 如表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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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甘肃省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可行性要素指标体系

Table 2 Thefeasibilityfactor indexsystemof folkcustomtourismresources of Baima Tibetanin Gansu Province

一级指标

The first-class indices

权重

Weight

二级指标

The second-class indices

权重

Weight

三级指标

Thethird-class indices
权重

甘肃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 - 资源禀赋B1 0 .75 美感度C1 0 .17

可行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A 奇特度C2 0 .18

The feasibilityfactor index system 规模度C3 0 .10

of folkcustomtourismresources of 历史文化价值C4 0 .13

Bai ma Tibetanin Gansu Province 集聚度C5 0 .12

环境容量C6 0 .02

季节性C7 0 .02
安全性C8 0 .02
地域组合C9 0 .02

区位条件B2 0 .25 通达性C10 0 .11
接待能力C11 0 .06
客源地区位条件C12 0 .05

  权重确定后, 采用模糊数学10 分制记分, 对每一因素按

一定分级给定记分标准。最后建立函数:

r i =
1
m
Σ

m

j =1
Sij( i = 1 ,2 , ⋯ , n ;j = 1 ,2 , ⋯, m)

式中, Sij 表示第 j 位专家对评价指标 B( i ) 或 C( i ) 对应于评

判标准的评判结果; n 代表不同级别评价; m 代表评价专家

总数。据此构造评价指标中 B、C 层次模糊评价决策矩阵

R( r i) , 根据专家的平均值, 综合得分按下面的数学模型计

算, 即:

Aij = Sij Wi

A= Σ
n

i =1
Si Wi

式中, A 代表旅游地资源评价综合得分; S 代表评价因素的

模糊得分值; W代表某个评价因素的权重值;i 代表第 i 项因

素;j 代表第 j 个旅游地资源评价单元。

( 2) 评价结果。将白马藏族各评价因子的平均模糊得分

值( 表3) 再乘以各级别的权重, 最后得分如表4 所示。

表3 白马藏族各评价因子的平均模糊得分值

Table 3 The average ambiguity score of each evaluation factor of Bai ma

Tibetan

级别Grade 得分Score 级别Grade 得分Score

A 6 .26 C6 0 .61
B1 5 .57 C7 0 .44
B2 0 .69 C8 0 .19
C1 0 .36 C9 0 .32
C2 1 .61 C10 0 .31
C3 0 .66 C11 0 .14
C4 0 .85 C12 0 .24
C5 0 .71

表4 甘肃省部分民俗旅游资源模糊得分对比

Table 4  The ambiguity score of some folk customtourismresources in

Gansu Province

景区

Scenic spot

得分

Score

景区

Scenic spot

得分

Score
甘肃裕固族民俗风情 8 .09 康宁塞外农家风情 8 .01

崆峒派武术 7 .18 藏区风情 7 .14

兰州太平鼓 6 .81 张掖婚俗 6 .73

陇东窑居 5 .81 环线皮影 5 .64

陇东社火 5 .07 庆阳绣荷包、剪纸艺术 4 .88

兰州羊皮筏 4 .69 民歌花儿 4 .51

  根据以上定量评价结果, 白马藏族旅游资源模糊得分为

6 .26 , 其资源禀赋较好, 尤其是独特性强 , 吸引力较好 , 但受

到区位条件的限制, 整体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究其原因主要

是开发程度不足和交通通达性差。

3  白马藏族旅游资源开发设想

3 .1 整合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

( 1) 展现景区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俗风情。在该案例中主

要侧重于阴平古道的开发, 可在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的开发背

景下, 开辟以刘家坪古道为代表的三国文化系列, 以参观游

览为开发方式再现古代场景。面对国内省际客源市场 , 以单

一式组合结构开发, 吸引对中国古代文化、三国文化、历史遗

迹等感兴趣的游客前来参观。开发传统历史街区 , 还原历史

中的白马藏族, 将历史文化与民俗相结合开发 , 提高吸引力 ,

增强景区内景观层次。

( 2) 增辟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旅游项目。在白马藏族民俗

旅游开发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可采用节庆活动模式, 即以传

统的民俗节日、民俗活动或民俗文化为主题, 举办大型节庆

活动。利用本民族传统和已经俗成的民俗节日, 开发成一种

观光与参与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如白马藏族的采花节就可

开发为节庆旅游, 进行一定的包装之后 , 在市场上加大宣传

力度, 在一、二级客源市场形成宣传模式, 推向旅游市场 ; 对

白马藏族采花节等民族节日进行策划、开发、宣传, 定期邀请

社会各界爱好者和旅游者参加节日。

( 3) 挖掘特色宗教信仰旅游资源。白马藏族白马人信奉

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崇拜大自然, 并且白马藏族的民间传

说故事众多, 包括宗教故事、创世故事等。这些文化性旅游

资源的开发是增强旅游景点主题的重要部分, 可采取出版宗

教源泉探讨、宗教故事连载等方面内容的书目 , 丰富景区文

化内涵。

3 .2 发展多层次、深内涵的旅游项目

( 1) 运用“生态博物馆”模式, 建设民俗主题小院。民俗

旅游开发模式众多, 在此采用王德刚在《民俗旅游开发模式

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中对目前

我国民俗旅游开发6 种模式的界定, 即品牌经营模式、社区

历史( 传统) 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

541337 卷7 期                把多勋等 甘肃省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 9] 。这几种形式各有各的长处, 需结

合各地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利用。对于陇南白马藏族文化而

言, 要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生态博物馆”模式, 就是在一种原

生的状态下 , 在村中建起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民俗主题小

院”, 将当地传统生活和生产民俗一一地展示出来 , 包括“婚

俗小院”、“年俗小院”、“居家小院”等,1 个小院1 个主题。旅

游者在这里 , 能够领略到中国最典型、最具代表意义的民俗

活动———结婚、过年。

( 2) 开发中长期旅游项目, 兴建民俗度假村。将“民俗度

假村”融入村民的生活当中, 与当地的乡村生活融为一体, 纯

朴、未加任何修饰的乡村环境烘托着这些民俗小院, 让游客

在节假日里能够在此得到身心的全面放松 , 直接参与, 和当

地居民一起舞蹈、唱歌, 体会白马藏族生产生活过程 , 让人们

了解文化遗产的原始面貌。这不仅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的“本

性追求”, 同时又保证了不使当地居民完全离开现实的生活

而保持了民俗文化的“原汁原味”[ 10] 。

( 3) 举办民族民俗展览活动, 展开宣传。这部分即可在

该地区内也可在客源地展开, 在游览地开展览和其他活动应

定时定期举行, 以成为吸引游客前来参观的动因; 在客源地

开展的展览活动可与当地部门联系, 以文化主题在客源间展

开宣传效应, 虽不是专项的旅游宣传但效果却不容忽视。尤

其是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鼓励, 宣传效果俱佳且费用低

廉, 是经济实惠有效的宣传手段。

( 4) 综合大景区旅游资源 , 开辟旅游线路。在白水江自

然保护区及文县周边景观开发同时综合考虑白马藏族民俗

旅游开发 , 和大景区融合构建旅游线路。白马藏族作为单一

旅游产品未免单薄, 对重点考虑交通费用的省内客源市场 ,

其吸引力也会大大降低。但是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一部分 ,

结合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更具可行性。

4  白马藏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4 .1  提高民俗作为旅游资源的一种重要性的认识  白马藏

族民俗资源的开发必须使当地居民及开发部门, 甚至政府机

构提高对民俗作为旅游资源的一种重要性的认识, 这是从根

本上进行旅游开发和改革的先决条件。目前, 我国对民俗旅

游的开发认识正在逐步上升。1995 年国家旅游局推出“民俗

风情游”;2002 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 通过100 个大型民间

艺术节庆活动和8 个专题旅游活动, 标志着以民俗为主题的

文化旅游正在中国兴起[ 11] 。陇南市政府及开发部门应就这

一点展开宣传, 在当地居民间形成共识。

4 .2 民俗资源开发要讲求策略, 注重原则 在开发白马藏

族民俗旅游时, 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和论证, 就地取材, 要尽

量保持其原有的面貌, 体现其原始特色。与此同时, 人们也

必须认识到民俗旅游的开发对当地自然、民俗和人类生存环

境所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 因此在开发过程中注意保护、讲

求策略、注重原则地进行开发尤为重要。必须坚持可持续开

发的原则, 没有条件及有力措施的情况下宁可不开发也决不

走先破坏后维护的老路。此外, 为保证开发过程的顺利实施

及保护工作的顺畅, 当地相关部门也可运用法律手段, 制定

相关法律措施, 对不法分子进行惩治。

4 .3  旅游产品营销要树立营销理念  白马藏族所处陇南文

县仍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因此, 在该地区民俗旅游开发上

绝不能忽略营销。应尽快形成当地的民俗旅游文化品牌, 让

旅游者感受民俗风情的独特美。对白马藏族特色不是非常

鲜明的旅游项目如面具舞, 要加深其文化内涵 , 让游客充分

意识到这不仅仅是舞蹈而是白马藏族人对神明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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