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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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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棳少数民族节日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

过程中棳不断经历着 暟地方传统暠与 暟现代发展暠的冲突与融合暎本文通过元阳哈播暍绿春

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的实地调研棳研究哈尼族长街宴这一节日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演变过程暎
研究指出椇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棳在地方政府的引导或主导下棳哈尼族长街宴为了适应游客

传承的来自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棳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暍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棳被包装暍重

塑成旅游节庆产品棳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棳从地方认同走向世界文化暎
关 键 词椇文化适应椈文化重构椈少数民族节日文化椈长街宴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棸灢棸椄 棬棽棸棻棻棭棸灢棸椄棾灢棻棸

棻暋引言

暋暋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的接触棳使双方或两个群体 初的文化类型

发生变化的现象椲棻椵暎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研究文化适应问题棳形成了多种文化适应

的理论和模式暎典型的如 斄斾旍斿旘提出的 暟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暠棳认为文化适应过程经历

接触阶段暍崩溃阶段暍重新整合阶段暍自治阶段和独立阶段椲棽椵椈斅斿旘旘旟的 暟跨文化适应模

型暠是目前引用 多暍使用 广泛暍得到多次实证研究支持的理论模型椲棾椵棳认为文化适应

者有整合暍分离暍同化和边缘化四种适应策略椲棿椵椈基于斅斿旘旘旟没有重视主流文化群体对移

民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的缺陷棳斅旓旛旘旇旈旙等学者提出 暟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暠棳认为

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都具有整合暍同化暍分离暍边缘化暍个人主义五种文化适应取向椲椵暎
这些文化适应的理论多是基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棳在对移民群体和留学人员群体

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化提升而形成的暎国内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起步晚棳成果不多棳主

要集中于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椲椂棳椃椵和西方文化适应理论的介绍与总结椲棾棳椄棳椆椵暎
暋暋在全球旅游蓬勃发展的时代棳游客与目的地居民频繁接触交流带来众多的文化适应现

象棳特别是经济落后暍地域封闭的少数民族社区棳受到游客带来的主流文化影响后的文化

适应问题更为突出暎而这一文化适应过程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还较少暎
暋暋文化重构是指 暟文化体系的再造棳特别是价值系统的重新建构棳以及文化模式的铸

造暍文化类型的规整暠椲棻棸椵暎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做出的有选择性的创新与组

合是文化重构的过程暎文化重构已经成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开发的理论依据棳受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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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的重视暎斆旓旇斿旑认为文化是有活力的和灵活多变的棳当地人为了吸引游客而在传统文

化中加入新的元素棳被新元素修饰的文化旅游产品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一种演示椲棻棻椵椈斆斸灢
旑旓等实例研究了墨西哥 斎旛斸旕旛斿斻旇旛旍斸小镇为了极力促进当地的黑色旅游 棬旚旇斸旑斸旚旓旛旘旈旙旐棭
而挖掘整合传统 暟亡灵祭日暠棬斈斸旟旓旀斈斿斸斾棭中的文化因素椲棻棽椵椈斆斸旇旈旘等追溯了澳大利亚

土著人的一种夜间祭祀狂欢会 棬斻旓旘旘旓斺旓旘斿斿棭发展成为旅游产品的历史过程椲棻棾椵暎这些研究

认为棳传统文化的创新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棳不一定会导致传统意义的消失棳反而

会在另一个角度上使其绽放光彩暎国内学者的研究强调了文化重构原则及其对民族传统文

化保护的重要意义椲棻棿暙棻椂椵暎学者们对于文化重构过程暍机制等缺少具体深入的研究暎
暋暋少数民族节日是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棳是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

和精神文化展演的重要载体暎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棳调适和重构节日文化推动

旅游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得到地方民众和政府的重视棳很多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如泼水节暍昂

玛突节暍火把节等都经历了由 初的一个小小的民族民间节日转变为新型的暍场面恢宏的

节日活动的成长过程暎成长过程中节日文化的形态变迁暍动力机制等问题棳在现有文献中

均较少涉及暎本文以哈尼族长街宴为例棳研究旅游发展中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变迁棳对于

少数民族节日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着重要意义暎
暋暋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棳本文亦提出文化重构与文化适应与特定的地方性的再

生产是密切相关的暎民族节庆活动进入旅游市场棳本身即是一种社会行为与经济关系的实

现过程暎任何社会关系的实现都必须以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媒介椲棻椃椵暎旅游行为本身棳亦

是基于不同的旅游社区与游客对于地方性不断的想象与再想象暎本地的旅游社区为了实现

旅游发展的目的棳必须营造出新的地方的形象棳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棳以实现经济生产与

文化生产两类行为之间的互补与结合暎因此棳正如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地理学对于地方

意义新的解读所揭示的棳地方性与地方文化身份可以通过一种表演 棬旔斿旘旀旓旘旐斸旑斻斿棭的形

式呈现出来 椲棻椄棳棻椆椵棳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对自身意义进行重构椲棽棸棳棽棻椵暎
棽暋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暋暋哈尼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世居民族之一棳据棽棸棸棸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棳哈尼

族人口数棻棿棿万人棳主要分布云南省南部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的广大地区暎其中哀牢山的

元江暍墨江暍红河暍元阳暍绿春暍金平暍江城等县是哈尼族人口 集中的地区棳占本族总

人口的椃椂棩棳占这些地区总人口的 棸棩以上暎同时也是哈尼族民族风情 浓郁的区域暎
暋暋哈尼族节日中的长街宴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影响 大暍 有民族特色的节日活动之

一暎节日那天棳村民们沿村里的街道从街头到街尾摆出一桌接一桌的酒宴棳也称为 暟长龙

宴暠或 暟街心宴暠暎传统的长街宴是哈尼男人交流感情暍切磋生产技艺棳共同祈祷或祝福

梯田粮食丰收暍家庭安康暍村寨平安的重要节日棳也是其乡土文化的重要元素暎
暋暋长街宴作为农耕祭祀文化的产物棳起源于哈尼先民从 暟嘎鲁嘎则暠迁徙到 暟诺罗普

楚暠时期 棬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棭棳伴随着哈尼族祖先的起源史和迁徙史而不断得到发

展椲棽棽椵棳成为哈尼族三大节日昂玛突节暍苦扎扎节暍 暟十月年暠的重要活动暎元阳的哈播暍
箐口暍全福庄暍红河甲寅等地的哈尼老人都有对棻椆棿椆年前村寨摆长街宴的清晰记忆栙暎

栙资料来源椇笔者棽棸棸椃年棻月棻棾日暍棽棸棸椃年棻棻月棽棿日暍棽棸棸椆年棻棽月棽棾日分别在元阳箐口村和全福庄村暍红
河甲寅暍元阳哈播村与哈尼老人的深度访谈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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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椆棸暙棻椆椃棸年代末棳因众所周之的原因棳长街宴活动被迫停止暎棻椆椄棸年代以后棳文化选

择权暍传承权和发展权向文化主体回归棳哈播及周边的哈尼族村寨于棻椆椄棸年 先恢复了

昂玛突节长街宴暎红河甲寅暍浪提等地在棻椆椆棾年由于阿卡文化研讨会的召开棳推动和促

进了 暟十月年暠长街宴的恢复与发展暎长街宴作为地方独特性的一部分棳对于构建外界对

于哈尼族文化空间的想象起到了重要作用暎伴随着 暟文化搭台暍经济唱戏暠的新形势棳绿

春县城哈尼族长街宴暍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民族特色长街宴等则更以恢宏的场面暍独特的

创意延续和展示了长街宴文化暎

图棻暋云南省哈尼族分布和案例地分布示意图

斊旈旂灡棻暋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斎斸旑旈斍旘旓旛旔
斸旑斾斻斸旙斿斸旘斿斸旙旓旀旚旇斿旙旚旛斾旟

暋暋本文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的绿春暍元阳暍红河暍金平为

案例地暎本文在 棽棸棸椃 年 棻 月 暙
棽棸棸椆年棻棽月间共椃次 棽天进行

深入的田野调查棳参加了绿春十

月年长街宴暍元阳哈播暍箐口昂

玛突节长街宴暍元阳箐口苦扎扎

节长街宴暍红河甲寅十月年长街

宴暍昆明国际旅游节小吃长街宴

等活动棳与哈尼研究学者暍村民暍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等棽椂人进行深

度访谈棳获得了大量关于长街宴

节日文化变迁的资料暎
暋暋元阳哈播的昂玛突节长街宴

以其历史久远暍规模大暍仪式传

统而被哈尼村民和学者认为是所

有长街宴活动中 地道和典型的暎
而绿春长街宴则是旅游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棳规模大暍游客多暎研究主要通过上述两个案

例棳探讨哈尼族长街宴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暎
棾暋旅游影响下元阳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的文化适应

棾灡棻暋元阳哈播村的旅游发展

暋暋哈播村位于元阳县城南部棻棻旊旐棳隶属元阳县俄扎乡哈播村委会暎棽棸棸椆年棻棽月有

棿棻椄户人家棳棻椄椂棿人棳全部村民都是哈尼族棳他们以梯田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暎哈播

梯田是元阳梯田中坡度 陡暍立体感 强暍观赏梯田日出 好的地方暎哈播村以歌舞之乡

享誉云南省棳红河州舞台的哈尼族木鼓舞暍棕扇舞暍碗舞棳木雀舞等均源于此村棳是哈尼

族民俗暍音乐暍舞蹈与稻作文化全面融合的地方暎
暋暋棻椆椆棿年后棳政府介入哈播村昂玛突节长街宴活动棳哈播长街宴为愈来愈多的游客所

认知棳参加长街宴的游客不断增多棳很多年份游客超过千人暎游客多为长街宴一日游客棳
也有少数参加昂玛突节第一天祭寨神活动的二日游游客棳其他的日子少有游客的到来暎
棾灡棽暋文化适应过程中节日传统习俗和规范的地方认同

暋暋旅游活动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空间行为棳特定的文化元素必须与特定的空间结合棳才能

形成独特的地方意义暎昂玛突节长街宴是哈尼族古老而大型的宗教祭祀活动棳在时间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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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暍形式暍祭祀过程暍祭品暍品饮礼仪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和禁忌棳具有神圣的宗

教意义棳是哈尼族地区地方性的标志性符号暎为了更好地实现长街宴的旅游与经济效益棳
当地政府曾考虑在时间暍规模暍形式等方面对长街宴进行调适暎然而这种调适与传统的地

方文化认同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暎
暋暋 暟昂玛突节的日子是咪谷栙算出来的棳是有规矩栚的暎棽棸棸棾年政府要求提前办棳所以

那一年 棬棽棸棸棿年棭寨子里死人特别多棳连续死了椄暍椆个年轻人棳不出棾天就死一个人棳
田里谷子收成不好棳寨子里猪鸡也不顺利暠暎 棬哈播村民石暳暳棳棽棸棸椃灡棻灡棾棻棭
暋暋 暟政府给不给补助无所谓棳这个节日要按传统来办棳给多少钱棳我们也不愿意选日子

办长街宴暎暠 棬哈播村民卢暳暳棳棽棸棸椃灡棽灡棻棭
暋暋 暟祭寨神的地方棳女人一个也不准进去暎以前有个女记者进了寨神林棳破坏了原来的

规矩棳使村里发生了一些不吉利的事情暎现在不管什么领导暍特殊人物暍女人都不准进

去暎但是到现在村子都没有恢复到以前平静和睦的日子暎打个比方椇就好象撕破了一张纸

又把它粘起来棳怎么都恢复不到以前的样子了暎暠 棬哈播村摩批栛棳棽棸棸椃灡棻灡棾棻棭
暋暋 暟棽棸棸椂年的时候棳乡上为了增强与红河甲寅长街宴的旅游竞争 棬力棭棳要求村民把原

来摆两天的长街宴合在一天摆棳摆了棿椄棸桌棳扩大了哈播长街宴的规模暎后来由于村民的

强烈反对又恢复摆两天的传统习俗暎暠 棬俄扎乡人大李主席棳棽棸棸椆灡棻棽灡棽棿棭
暋暋哈尼族身处高山的自然环境阻碍了村寨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棳村民们按照经年累月形成

的传统习俗和规范日复一日地在固定的时间暍固定的地点进行着固定的仪式暎旅游发展带

来的长街宴时间和形式等的调整也由于村民们的文化抵制回归于传统规范暎强烈的地方认

同促使当地村民在旅游影响面前自觉产生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暎然而棳随着当地旅游业

发展的不断深入棳文化适应的功能日益增强棳哈尼村民们在努力维护固有文化的同时棳亦

有意无意地成为地方特性的媒介暎地方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做出的有选择性的创

新与发展是文化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棳也是必然的结果暎
棾灡棾暋文化适应过程中长街宴文化的变迁

棾灡棾灡棻暋传统长街宴对现代旅游的回应暋为了加快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旅游的发展棳村民

们每年都要发出几百份请柬棳邀请远方的客人参加长街宴暎邀请的宾客包括椇哈播村外出

工作取得成就的荣誉村民暍曾经给予哈播村支持的单位和个人暍关心哈播村发展的领导和

朋友暎同时在县广播站进行多次长街宴的宣传棳在国道棽棻棿公路旁立 暟哈播长街宴暠的大

型广告牌棳在穿过哈播村的公路段拉 暟哈播长街宴欢迎您暠的条幅暎
暋暋长街宴当天上午安排富有民族特色的热闹欢快的迎宾活动棳哈播村委会的村干部棳身

着节日盛装暍拎着竹筒酒壶暍捧着放满烟酒的盘子暍挂着写有 暟长龙宴欢迎您暠绶带的哈

尼姑娘棳在寨门处向不断到来的客人们敬上自酿的美酒暎身穿深蓝色服装的老年妇女吹着

哔噜 棬哈尼族民间乐器棭暍敲着吥鲁格 棬哈尼族民间乐器棭暍跳着乐作舞 棬哈尼族传统舞

蹈棭棳身着黑色衣服的老年男人手拿一米多长的烟头暍迈着舞步暍弹响喇喝 棬哈尼族民间

乐器棭棳还有手持鲜艳纸花暍喊着 暟欢迎欢迎棳热烈欢迎暠口号的纯朴哈尼少年棳共同欢

迎来自远方的客人暎
暋暋村民们为游客准备了嘉宾证和礼品棳游客在来宾接待处交纳礼金后领取礼品和长街宴

栙
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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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语的汉字音译棳是村寨祭祀活动的祭司棳主持昂玛突节祭寨神暍长街宴等活动暎
哈播村昂玛突节是农历十二月属龙日中的一天祭寨神棳第二天在寨子中的街道上摆长街宴暎
摩批是哈尼语的汉字音译棳俗称 暟贝玛暠棳是哈尼社会中知识广博的智者棳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棳主持宗教礼仪活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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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的嘉宾证暎村寨中还设置了 暟接待处暠暍暟午餐就餐处暠暍暟斪斆暠等标识牌棳以及便于

游客购买民族工艺品的工艺品销售摊位暎
暋暋前几年 棬棻椆椆棿暙棽棸棸棻年棭棳哈播长街宴还借鉴现代许多大型活动的形式棳在长街宴活

动的当天上午棻棻点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棳州县领导致词祝贺棳村干部代表全体村民向游

客们表达热烈的欢迎暎后来觉得不合适棳就取消了暎 棬俄扎乡人大李主席棳棽棸棸椆灡棻棽灡棽棿棭
暋暋 暟长街宴哈尼族跳舞是与宴会同时进行的棳男人在桌子上喝酒吃肉棳女人们就在街心

宽一点的地方跳罗作舞助兴棳周边的几个村子到现在还保留这种习俗栙暎现在哈播长街宴

的歌舞活动集中到长街宴的前一天晚上棳村委会组织哈播村和周边三台坡村暍多沙村的村

民文艺队经过认真的排练棳将哈尼族和彝族民间歌舞以一台晚会的形式献给游客和村民

们暎暠 棬俄扎乡人大李主席棳棽棸棸椆灡棻棽灡棽棿棭
暋暋 暟以前敬酒就在桌子上碰个杯棳不像现在这样子栚棳一桌一桌去敬棳这是跟你们汉人

学的暎暠 棬哈播村民李暳暳棳棽棸棸椆灡棻棽灡棽棾棭
暋暋游客群体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以其权威话语的价值导向不断影响着地方传统棳长街宴的

暟地方性暠不断与 暟现代性暠产生关联棳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暎长街宴在旅游发展中

由地方自在文化的状态棳变为一种明显的自觉行为暎
棾灡棾灡棽暋长街宴传统禁忌和规矩的淡化暋地方性可以看做是一系列社会规范与文化传统在

某个地理空间集中表现的结果暎随着相应的社会文化规则的改变棳地方意义亦在不断的重

构之中暎按照古训棳年轻的哈尼妇女不能在长街宴入座暎但女游客却可以在长街宴上除咪

谷坐的那桌外的任意一桌入座棳且都能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暎棽棸棸椆年哈播长街宴上甚至

有棿名本村的哈尼姑娘坐在自家的桌子上招呼客人棳而同一天在相邻的多沙村长街宴棳女

游客只能在长街宴尾部为老年妇女摆的三桌入座棳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待遇了暎
暋暋 暟吃一点阿玛萨尼栛棳来年 棬明年棭就能得到寨神的保佑棳我们的习俗是要先吃阿玛

萨尼棳再吃其他的菜暎很多客人不懂这个 棬习俗棭棳有些客人没吃阿玛萨尼就走了暎暠
棬哈播村民李暳暳棳棽棸棸椆灡棻棽灡棽棾棭

暋暋用手抓菜吃暍弄掉筷子暍打翻饭碗和酒杯等行为棳是餐桌上很忌讳的行为暎暟有些游

客素质差棳把筷子弄掉棳把碗打翻棳不等咪谷发话就抢先吃菜棳还用手抓着吃暎这样就会

破坏民俗棳还会给村子带来许多灾难暠暎 棬哈播村摩批棳棽棸棸椃灡棻灡棾棻棭
暋暋 暟以前很多村民都会为客人在自家桌子上掉筷子暍打翻碗的事情到咪谷那里敬酒棳请

寨神原谅棳现在一般不去了暠暎 棬哈播村民张暳暳棳棽棸棸椃灡棻灡棾棻棭
暋暋具有深刻地方意义的长街宴禁忌和规矩在旅游发展中不断受到主流文化的挑战与消解棳
一些基于地方的文化认同日渐更新和转化棳长街宴成为一种开放的暍动态的地方文化暎
暋暋哈播村民在十余年的旅游发展进程中棳由于长期受到游客带来的主流文化的影响棳加

之渴望通过发展旅游脱贫致富的现实要求棳促使村民们不断根据游客的文化倾向与文化认

同来调整自身文化棳不断建构一个新奇暍独特的地方形象棳实现区域文化以及其他要素的

旅游吸引暎这种文化适应与移民群体和留学人员群体采用不同策略适应当地文化有显著不

同暎文化适应主要发生在当地村民一边暎在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下棳在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愿望的要求下棳哈尼村民从个人到群体棳都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棳既保持和保护原有的地方

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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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棽棸棸椆年棻棽月棽棾日在多沙村调研实地见证此习俗暎
年轻的哈尼姑娘小伙唱着祝酒歌棳吆喝着 暟哦扎 棬干杯棭暠逐桌向客人敬酒棳祝福客人来年幸福吉祥暎
祭祀寨神的猪肉棳汉族人称 暟龙肉暠棳由于村寨中每户都分到一小块棳也有人称为 暟份肉暠暎



椄棿棸暋暋 地暋暋理暋暋研暋暋究 棾棸卷

文化认同棳又借鉴或 暟借取暠现代文化的要素棳采用斅斿旘旘旟 暟跨文化适应模型暠中的 暟整
合暠策略椲棾椵棳在地方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棳在不断的文化调适中棳促进

昂玛突节长街宴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暎
棿暋旅游影响下绿春哈尼长街古宴的文化重构

棿灡棻暋绿春哈尼长街古宴品牌的形成和发展

暋暋绿春县位于云南省南部边境棳全县总人口棽棸灡 万人暎其中哈尼族占总人口数的

椄椄灡棽棩棳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棳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山区贫困县暎哈尼人民几千年

来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哈尼山乡重要的文化资本暎
暋暋绿春县城周边村寨的哈尼村民十月年传统上是不摆长街宴的暎棽棸棸棿年棳绿春县委暍
政府提出建设 暟哈尼文化生态县暠的发展目标棳实施文化强县战略棳打造长街宴旅游品牌

成为文化强县的重要举措暎棽棸棸棿年棻棻月棽棽日棳政府组织县城周边棻棽个哈尼村寨棳成功

举办了首届 暟中国暏绿春哈尼十月年长街古宴暠活动棳近万游客莅临绿春棳长街宴桌数达

棽棸棿棻桌棳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誉为 暟世界上 长的宴席暠棳列为 暟上海大世界吉尼斯

之 暠暎棽棸棸 年暙棽棸棻棸年棳连续举办长街古宴活动棳桌数分别为棻椄棸棸桌暍棻椆棾棾桌暍棽棸棸棸
桌暍棾棸棸桌暍棽棽棸棸桌暍棻椆棽棸桌暎
暋暋哈尼族十月年的时间是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属龙日棳每一年对应的阳历时间不同棳给旅

游宣传和游客知晓长街宴的举办时间带来不便棳对长街宴旅游品牌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

响椈而且十月年正值哈尼族人民喜庆丰收欢度新年棳村民们过年还要很辛苦地到城里摆长

街宴棳有些村民不太乐意椈十月年期间绿春经常阴雨连绵棳长街宴活动不能很好展示棳影

响了游客的满意度暎棽棸棸椆年棳绿春县委政府决定将长街宴的时间固定在棻棻月棾棸日棳基

于哈尼族长街宴文化和当地阿倮欧滨文化的 暟地方性暠想象而重构的新节日暘暘暘 暟绿春哈

尼族长街古宴暠成为当地的旅游品牌暎长街宴作为新节日的主体内容棳周边村寨的哈尼村

民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县城摆长街宴和表演民族歌舞棳家里不再有其他的仪式暎
棿灡棽暋长街古宴节日活动的重构

暋暋绿春长街古宴节日活动是在哈尼族祭祀文化暍哈尼族歌舞文化暍昂玛突节长街宴等传

统民俗文化和哈尼族土特产品的基础上设计创造的暎
暋暋哈尼族信奉万物有灵棳自然崇拜暍鬼神崇拜暍祖先崇拜和灵魂观念构成了哈尼人信仰

的主要内容暎天神暍地神暍寨神等诸多神灵都是他们供奉和祭祀的对象棳甚至一座山暍一

口井暍一棵树或一块石头都是哈尼人祭祀的对象暎昂玛突节长街宴的形成与发展也与梯田

农耕祭祀文明和宗教价值观念紧密联系棳是哈尼族宗教祭祀文化的产物暎绿春长街古宴因

此将祭祀列为重要活动棳在阿罗欧滨风情园祭祀绿春哈尼村民心中 尊敬的神暘暘暘阿罗欧

滨棳由政府指定周边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祭祀活动暎
暋暋哈尼歌舞表演在传统长街宴中是微不足道的暎绿春长街古宴充分发掘了哈尼族内容丰

厚暍形式多样的歌舞文化棳哈尼族传统歌舞表演成为绿春长街古宴的重要部分暎民族歌舞

表演形式丰富棳场面宏大棳形成不同的场景椇一是县城双拥广场上的哈尼民间歌舞表演棳
长街宴的前棾天开始棳每天棾暙棿个村寨轮流表演棳内容主要是围绕农耕和生活场景编导

的椈二是长街宴前一晚的大型歌舞晚会棳由州暍县民族歌舞团表演地方民族歌舞椈三是长

街宴当天上午九点由双拥广场到民族风情园的民族方队原生态民族民间歌舞滚动展演椈四

是长街宴当天晚上县城双拥广场上的万人罗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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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长街宴是哈尼民族文化的精髓棳绿春长街古宴以恢宏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哈尼长

街宴文化暎哈尼服饰文化棳哈尼豆豉暍木耳暍草果暍八角等土特产品棳哈尼斗鸡暍糯米粑

粑舂揉等特色民俗活动棳都成为绿春长街古宴节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暎通过对传统长街宴元

素的重构棳以及与地方其他文化形式的结合棳旅游影响下的哈尼长街宴不仅实现对于民族

文化身份与社会规范的重构棳也对地方意义与地方形象实现了彻底的重塑棳在文化认同与

空间的复杂互动中实现了旅游吸引体系的建构暎由此可见棳物质性的经济生产领域与精神

性的文化领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棳地方性与文化身份的再生产棳对于促进区域经

济资本的再生产有着重要作用暎
棿灡棾暋文化重构中传统民俗的变迁

暋暋昂玛突节暍苦扎扎节暍十月年中的长街宴都以祭祀文化为核心棳长街宴的菜肴具有明

显的献祭意义椲棻椃椵暎阿玛萨尼是传统长街宴餐桌上画龙点睛的食物棳有着深刻的宗教意义暎
传统长街宴与梯田文明紧密相连棳许多村寨都保持着以野生动植物为主的传统饮宴习俗棳
魔芋暍泥鳅暍水芹暍豆芽暍白旺等是特色菜肴棳特别是魔芋和泥鳅棳据说是女性和男性生

殖器的象征棳是长街宴 重要的食材椲棽棽椵暎竹虫暍云雀鸟暍小鱼暍蜂蛹等干菜是村民们平

日捕获收藏的棳是村民日常劳动实践的体现暎而绿春长街宴的宴席是供游客享用的棳没有

阿玛萨尼棳更没有传统的宗教意义暎绿春长街古宴菜谱所列棿棸余种菜肴多为哈尼特色菜棳
如哈尼蘸水鸡暍泥鳅等暎一些传统的菜肴在文化重构过程中被排挤出了地方形象的建构体

系之中棳例如椇白旺由于其生血的成分棳魔芋由于其价值较低棳均被列为不准上桌的菜暎
暋暋哈尼族宗教祭祀肃穆暍庄重暍虔诚棳有特定的时间暍地点暍仪规棳绿春长街古宴的祭

祀仅是一个形式上的仪式棳缺少宗教文化的内涵暎例如棳长街宴咪谷暍摩批的特定座位被

安排给重要官员和嘉宾棳开餐仪式交由官员主持暎绿春长街古宴还摆脱了传统的长街宴对

哈尼妇女的诸多禁忌棳设置了几百桌姑娘宴棳每桌有两名棾 岁以下的哈尼妇女为客人服

务棳妇女们给客人唱祝酒歌暍敬酒暍碰杯暎而碰杯在哈尼族传统文化中是讲规矩的棳年轻

人不能跟长辈碰杯棳女人更不能与男人碰杯暎
暋暋文化重构是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棳是地方性的有意识的动态的再生产过

程椲棽棾椵暎绿春长街古宴文化重构中传统民俗的变迁棳正是长街宴文化进行自我调适并充分

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暎
暋暋总之棳绿春哈尼长街古宴是综摄了哈尼族传统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文化品牌棳无论从时

间暍地域暍文化内涵暍活动内容棳还是从主办暍参与角色方面都是哈尼族民俗文化传统规

则和资源的再创造棳尽管这些仪式所展现的只是一种舞台化的真实 棬旙旚斸旂斿斾斸旛旚旇斿旑旚旈斻旈灢
旚旟棭棳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看棳只是营造了一种 暟想象的地方性暠棳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有着积极的意义暎
暋长街宴从地方到舞台和市场的文化变迁

暋暋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传统节日的旅游开发和节日文化的变迁暎
本文阐述的两个案例显示了少数民族节日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两种变迁模式暎
暋暋哈播村昂玛突节长街宴是村民自己的节日棳世代自发传承并且潜移默化地深入村民心

理文化的深层暎
暋暋 暟不管游客来不来棳我们都要摆 棬长街宴棭椈政府补不补钱棳我们也要摆 棬长街宴棭暠暎

棬哈播村民张暳暳棳棽棸棸椆灡棻棽灡棽 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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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村民们在乡政府的引导下棳积极参与长街宴的旅游开发棳文化适应功能活跃暎由于政

府干预小暍游客少暍村民强烈的地方文化认同棳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虽然经历了激烈的文

化适应过程棳但本质上保留了长街宴的地方特色和宗教文化内涵暎
暋暋游客佩戴的彩蛋和嘉宾证棳是客人入座长街宴的凭证暎尽管之前村干部反复交待村民

要有嘉宾证才能入座棳但村民对所有参加长街宴的宾客都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棳他们仍然秉

承着 暟来的就是朋友棳就要热情接待 棬哈播村民李暳暳棳棽棸棸椆灡棻棽灡棽棾棭暠的纯朴与热情暎
暋暋村民们一方面盼望旅游获得经济收益棳带来村寨和自家生活的变化棳另一方面很多自

助游客可以不花一分钱欣赏哈播的梯田美景棳品尝长街宴的美味佳肴棳感受哈尼民俗文

化暎从这个层面上看棳哈播地区长街宴的文化适应过程以本地村民自发的文化互动行为为

主棳村民与游客之间的文化适应虽然也在旅游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

不同文化认同与文化倾向之间自发的暍自然的互动行为暎这也解释了哈播村民从旅游活动

获得的收入有限暍经济利益难以实现 大化的现象暎
暋暋与哈播村不同棳绿春长街古宴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的高起点旅游开发棳以发展旅游经

济为主要目的暎长街宴文化被人为地从地方文化系统中包装出来棳考虑旅游市场需求棳在

哈尼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重构棳重构过程中全方位吸取民族文化的精粹棳以舞台化形式展

演暎重构的长街宴在原有的价值基础之上产生出新的价值或意义棳产生文化增殖棳表现出

量和质上的放大暎量的放大主要指传播面由当地哈尼村民扩大到广域游客棳质的增殖是指

文化传播中旅游经济意义的增加暎
暋暋旅游的发展使得文化的 暟游离机制暠成为可能椲棽棿椵暎哈尼长街宴这种过去原本属于特

定的 暟本土生活暠的文化材料棳其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暘暘暘哈尼村寨暍寨神林和村民等

要素 暟在场暠的条件下才有效的东西棳由于旅游经济和游客的参与棳现在能够超越时空的

限制棳打破地域文化的局限棳通过对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掘出长街宴文化要素在特定的时

空地带 暟再联结暠棳形成了绿春哈尼长街古宴暍昆明旅游节小吃长街宴等与长街宴文化相

关的旅游文化品牌暎
暋暋长街宴之所以能够从哈尼村寨传统的节日饮宴到绿春县城自觉的文化重构棳再到昆明

国际旅游节等的文化借用棳由地方走向舞台和市场棳地方发展经济对旅游发展的诉求是重

要的推动力量暎
暋暋发展旅游经济的现实要求促使政府权力的介入与干预暎俄扎乡政府在棻椆椆棿暙棽棸棸椄年

的棻 年间棳与哈播村村民共同成为昂玛突节长街宴节日活动主办暍实施的两大主体暎乡

政府负责邀请省暍州暍县相关部门的领导暍嘉宾和媒体棳准备来宾的礼物棳安排来宾的食

宿暍给每户村民发放补贴等棳政府给摆长街宴的村民的补贴由棻椆椆 年的每桌棾棸元增加到

棽棸棸椄年的每桌 棸元暎村民则承担游客的迎接和长街宴的宴席暎
暋暋绿春长街古宴更是在政府主导支持下形成发展的棳政府出政策暍出资金暍出人员棳动

员协调各类资源暎棽棸棸棿年棳政府统一购买竹篾餐桌棳安排哈尼餐馆和周边村寨村民在县

城摆长街宴棳广发请柬棳邀请嘉宾棳畅游长街宴暎随后的几年棳政府暍行政事业单位暍企

业共同出资邀请嘉宾暎棽棸棸椆年棳政府不再参与具体事务棳交由市场运作棳椂棸棸棸多张长街

宴餐票单位购买占三分之二棳散客通过电话和亲朋好友购买占三分之一暎长街宴经过几年

发展棳已经由政府组织承办向政府暍部门暍企业暍个人多头承担棳再逐渐向政府主导暍市

场化运作转变暎可见棳政府权力是旅游发展进程中长街宴文化变迁与重构的关键因素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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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哈尼长街宴在十余年的旅游发展进程中棳经历了嬗变的痛苦棳获得了成功的辉煌暎在

发展旅游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棳经历了文化认同暍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棳被包装暍重塑成旅

游节庆产品棳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棳从地方走向世界文化暎
暋暋元阳哈播昂玛突节长街宴被包装暍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时棳暟地方传统暠与 暟现代发

展暠产生了冲突棳突出体现 暟现代性暠的内在矛盾棳文化适应促成了 暟地方传统暠与 暟现
代发展暠的融合暎绿春长街古宴棳政府主导重构地方文化棳糅合再造了本土特色棳更像是

人类学家王铭铭所说的一种 暟政治校正方式暠棳促成或制造民族历史的 暟官方说明暠椲棽 椵暎
暋暋从哈尼长街宴的嬗变过程中棳可以清楚的看出棳任何文化的形式与内涵本身都不是一

成不变的暎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构关系中形成的地方传统文化棳随着与外界文化的

交流互动而不断进行调适与重构棳并重新定义了地方文化认同的内涵与特质暎由特定的地

方文化实践所定义的地方性本身棳也在不断被再生产暍再建构出来暎理解地方性的变迁过

程棳必须从理解特定的地方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入手椲棽椂椵暎现代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节

日文化传统的繁荣棳客观上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暎但是必须注意到棳
民族传统文化的旅游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将文化实践打包进行商业化 暟销售暠的过

程棳而是文化内涵本身与地方性不断重构与再生产的过程暎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文化传统内

在的变迁棳是民族文化研究中值得关注与讨论的问题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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