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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开发视角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发展
———以金山打莲湘为例
黄春颖

摘 要院 本文以上海市金山地区的体育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打莲湘为个案袁 采用实地观

察尧访谈等研究方法袁梳理了打莲湘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袁分析了其休闲特性与价值袁总结了

其在休闲旅游开发背景下袁传承与发展的经验尧不足及面临的挑战遥 研究发现休闲旅游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不仅为休闲旅游增添了文化底蕴和观光亮点袁也使非遗项目的知名度

得以提高袁形式内容更为丰富遥 但是袁在休闲旅游开发中将文化作为摆设袁破坏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存环境等问题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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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takes Shanghai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Da Lian Xiang as a case study, using

Liv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s to combing it's origin and the developing course, analyzing it's

leisure features and value,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shortage and challenges of it's heritage and devel-

opment袁and briefly summarizing the leisure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of Da Lian Xiang. The researching

found that, to combine with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not only add culture deposits and addition

viewpoint to the leisure tourism, but also can develop the popularity and enrich the form and content to the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the problem as setting the culture as a dead decorate and destroy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made during the leisure tourism development, will

br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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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身体活动为载体的活态非

物质文化遗产袁不仅蕴含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袁也具有

不可忽视的休闲旅游价值遥在休闲旅游已成为现代人生活

中不可或缺内容的大背景下袁结合地方特色袁顺应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袁深入挖掘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休闲特点

和旅游功能袁是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重要

途径遥

打莲湘是一种历史悠久尧流传很广的民间舞蹈袁素有

野南柔北刚冶之说遥本文以上海金山廊下地区的传统体育活

动要要要打莲湘为个案遥将其选为个案是由于打莲湘在生存

环境尧动作特点尧活动形式等多个方面都符合野休闲旅游冶
特点袁是金山廊下地区人文旅游的重要资源袁通过与当地

旅游业结合打莲湘在传承和发展的多个方面都获得了一

定的支持遥
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搜集研究资料遥 于 2012 年 12 月

至 2013 年 2 月走访了项目管理部门廊下镇文广中心袁项
目传承基地廊下小学尧廊下镇塔港村活动中心尧廊下的旅

游景区袁以及廊下镇图书馆等地遥 在廊下镇文广中心采访

休闲旅游开发视角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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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工作人员袁参观了莲湘棒和莲湘表演服装袁现场观

看了打莲湘节目彩排及乐器演奏曰在传承基地观察了学校

的莲湘课程尧与打莲湘有关的活动等袁在街道活动室观察

了打莲湘的开展情况尧在旅游景区的表演情况袁在廊下图

书馆收集查阅与打莲湘有关的资料遥 2013 年 9 月到廊下

生态园和中华村农家乐进行了补充调研袁先后访谈了金山

区廊下镇文广中心主任尧项目管理者尧项目传承人吴迪观

老人尧项目传承基地之一廊下小学的教务处主任尧村居打

莲湘练习者尧以及多名学生和当地居民遥 通过访谈从传承

人口中求证项目历史曰从项目管理者口中了解项目管理方

式尧复兴之路尧政府支持力度和未来计划遥通过访谈练习者

和居民袁以及观察活动开展情况袁了解普通百姓对打莲湘

的看法袁观察项目实际开展情况遥
金山区是上海市的西南门户袁 在交通方面袁 拥有

G15尧G60尧S4 等 7 条高速公路袁 是浙江省大部分地市进

入上海的必经之地 [1]袁拥有便利的交通资源遥金山区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袁境内的野大金山尧小金山尧浮山冶三岛是

沪上仅存的一块净土袁岛上保存着上海陆上及其他地区

早已绝迹的原始植被和珍稀植物袁 有猕猴等珍贵动物遥
金山旅游以野枫泾寻画冶为核心袁打造绿色生态观光带和

蓝色滨海度假带袁形成南部滨海新城旅游集聚区尧北部

特色文化旅游集聚区和中部乡村休闲旅游集聚区袁塑造

了金山农民画品牌尧枫泾古镇品牌尧廊下新农村品牌尧东
林佛教文化品牌和城市沙滩滨海休品牌的 5 大品牌遥 拥

有 5 大品牌之一的廊下镇袁 是打莲湘管理部门所在地遥
据上海金山区人民政府网统计袁多年来廊下镇农业人口

与非农业人口数量比例较为平均袁未出现城镇化率猛增

的趋势袁截至 2013 年底袁廊下镇农业人口为 16 727 人袁
非农业人口为 14 107 人袁城镇化率为 45.75%[2]袁是金山

区城镇化率最低的地区遥 廊下镇政府挖掘整合农村乡土

文化资源袁将自然生态尧民俗文化尧农耕文化等元素有机

融入人民生活尧乡村教育尧乡村旅游中袁大力挖掘并宣扬

当地传统文化袁将野廊下三支花冶 廊下打莲湘尧廊下农民

画尧廊下剪纸及其他传统文化特色作为当地建设和发展

旅游业的亮点 [3]遥
打莲湘被选为廊下镇发展旅游业的亮点是因为其本

身具有的民俗传统性尧健身娱乐性尧简单易学性尧社交互动

性和形式多样性等特点袁符合人们参与休闲旅游活动的需

求袁能与休闲旅游较好地融合到一起遥
打莲湘的民俗传统性为休闲旅游注入了文化内涵袁

为休闲旅游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节目和欢乐的节庆气氛遥
在活动寓意方面袁 打莲湘曾是廊下民间的一种祭祀活动

中的表演袁野老爷出会冶时跟在后面袁以哨子为口令边走边

打袁其目的多为驱邪尧撵鬼尧祭奠神灵袁祈求五谷丰登尧岁
岁平安等曰在服装尧动作和音乐方面袁传统的打莲湘服装

乡土气息甚浓袁女的穿着大花对襟衣袁胸前围上小围兜袁
男士则身穿古朴的农耕服装曰 传统动作套路多半蹲面向

地面袁每个八拍中必有用莲湘棒敲击地面的动作袁以表示

对大地的感恩与敬畏曰莲湘音乐亦是如此袁内容大多是民

间追根溯源尧歌颂怀念祖先尧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尧安
居乐业等等遥

打莲湘的健身娱乐性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健康的殷切

渴望袁还为休闲旅游带来了活力遥廊下打莲湘的动作轻快尧
明朗袁节奏感强袁主要有交齐尧转棒尧敲肩尧打地尧对打转身

等基本动作遥 打莲湘活动是一种典型的野有氧运动冶袁用竹

制的莲湘棒有节奏地击敲击肩尧腰尧背尧臂尧肘尧两手尧两
膝尧两足等部位和穴道袁无形中起到了舒筋活血尧发展身体

的协调性和节奏感的作用袁还能使人精神饱满袁充满激情

和活力袁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健身活动方式遥
自 2008 年起袁 金山旅游和廊下旅游在开发中一直不

断创新袁希望做到天天有活动袁日日有精彩袁打莲湘的形

式多样性恰好满足了休闲旅游开发的要求遥 在继承传统

的十四节廊下打莲湘的基础上袁廊下学校尧廊下旅游开发

公司在吸取其它地方的打莲湘活动之长袁 结合廊下的民

俗风情袁健身需求等袁创造了内容丰富尧形式多样的系列

莲湘袁创造出台上和台下互动尧表演者与游客互动的体操

莲湘尧游戏莲湘尧队列莲湘尧诗歌莲湘尧小品莲湘尧快板莲

湘尧故事莲湘尧互动莲湘尧家庭莲湘尧礼品莲湘等袁为休闲

旅游注入了鲜活的生命活力袁 形成了浓厚的莲湘特色文

化氛围遥
可见袁在这片即保有传统农耕环境又具有现代城镇实

力的沃土中袁打莲湘既能被较原汁原味地传承发展袁又能

有效地发挥其在新时代中所具有的价值袁是一个较为正面

的个案遥本文希望进一步探索休闲旅游开发对打莲湘传承

发展的有利之处和不足之处袁总结出能使打莲湘与休闲旅

游开发融合并有利于其传承发展结合之路袁为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休闲时代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借鉴遥

打莲湘又称 野打连厢冶尧野打钿响冶尧野打花棍冶尧野霸王

鞭冶尧野铜钱棍冶尧野浑身响冶等遥 莲湘较早是一种竹筒或鞭状

乐器袁打莲湘在早期是一种说尧唱尧打尧舞结合的舞蹈遥 清

代毛奇龄的叶西河词话曳中记载院野金作清乐袁仿辽时大乐

之制袁有名连厢词者袁带唱带演袁以司唱一人袁琵琶尧笙尧笛
各一人袁列坐唱词要要要此人至今谓之连厢袁亦曰打连厢遥 冶
廊下莲湘是自外流入的袁有史可考的已有 100 多年遥据叶廊
下志曳记载袁早在民国 24 年渊1935 年冤袁廊下沓里村就已成

立由民间艺人王金法组织的 10 余人的莲湘表演队袁 表演

一种祭祀舞蹈遥 据传承人之一吴金魁说袁在 20 世纪 30 年

代袁苏北灾民到江南逃荒袁他们要饭时有表演打莲湘的袁自
演自唱尧没有音乐袁只有铜钱发出的声响袁因此那时也叫打

钿响遥 1949 年解放时袁他经常在解放军营地看部队文艺队

排练节目学会了打莲湘遥 1950 年袁吴金魁回到家乡袁成立

了学校莲湘队遥因为莲湘活泼轻快袁节奏感强袁击打声响遍

四周袁能营造喜庆欢乐的气氛袁又能催人奋进袁逐步成为娱

乐大众的集体舞蹈遥 另一位传承人吴克勤说袁廊下莲湘一

开始动作有 4 节袁到 1952 年发展到 9 节袁到 1960 年代发

展到 14 节袁音乐主要以叶四季调曳尧叶拥军花鼓曳为主遥 野文
化大革命冶期间袁打莲湘销身匿迹袁野文化大革命冶后袁打莲

湘恢复了活动袁又被全镇男女老少所喜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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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下打莲湘形式大体有 3 种院一种是健身活动袁人们

以竹竿来锻炼身体曰一种是民间的祭祀舞蹈袁主要出现在

解放前王金法组织的莲湘队表演曰还有一种是在秧歌中的

表演袁具有娱乐性尧欣赏性特点袁主要出现在解放后袁中丰

村尧中联村一带以吴克勤为代表的莲湘爱好者的表演遥

廊下打莲湘拥有百年历史袁 曾经也有过中断时期袁近
年来的兴起主要源于 2006 年金山区开展的创建 野一镇一

品冶工程遥 金山区下发文件号召各区尧镇尧街道积极挖掘地

方特色遥金山廊下镇文广中心通过举贤纳谏的方法搜集各

种廊下特色传统文化袁最终于 2006 年正式确定打莲湘尧农
民画和贴画为廊下镇的野一镇一品冶袁人称野廊下三支花冶遥
同年袁打莲湘还成为金山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袁逐渐开始

在社区尧学校尧企业等地方组建莲湘队袁举办各类打莲湘的

文艺活动和比赛遥

关于打莲湘的保护工作是通过调研挖掘尧整理保护和

传人培育 3 方面来进行的遥
较为全面的调研工作目前开展了两次袁第一次是筹备

申请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袁 第二次是 2008 年由廊下

镇老书记陈国忠牵头编制叶廊下莲湘曳一书的时候袁此外袁
在调研工作方面袁廊下镇会定期召开莲湘研讨会遥

廊下莲湘的整理保护工作袁 主要体现在建立展示平

台以及制作专题资料两方面遥 建立展示平台方面袁2010
年在廊下镇首届中国莲湘文化节开幕式上由中国民间艺

术家协会许可在廊下镇成立全国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

野中国莲湘文化之乡冶 和唯一的 野中国莲湘文化传承基

地冶 [4]曰制作专题资料方面袁目前已完成的专题资料包括院
廊下镇原党委书记陈国忠和廊下镇镇长邱运理牵头主编

的叶廊下莲湘曳尧聘请体育和舞蹈专家创编的叶廊下莲湘

操曳袁以及 2006 年编写的校本教材叶打莲湘要要要廊下民间

艺术曳遥
在传人培育方面袁一方面袁打莲湘官方传承人吴迪观

老人负责配合廊下镇文广中心参与各类活动的指导工作袁
目前在各村居中的传承工作已卓有成效袁廊下镇每个村居

都有至少一支莲湘队袁人数均在 20 人左右袁平时会相约聚

在村委会排练舞蹈或者健身锻炼曰另一方面袁在廊下幼儿

园尧小学尧中学的传人培育遥从 1989 年起袁每一位在廊下小

学读书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打莲湘袁通过廊下小学领导和

老师们的努力袁打莲湘成为了每个孩子的必修课袁并且根

据不同的年级袁设计不同的课程难度袁可以说每一位廊下

的学生都是打莲湘的小小传承人遥

在保护打莲湘传统文化的同时袁廊下镇通过改造创新

和推广传播使打莲湘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其影响力遥
在改造创新方面袁首先通过对动作与形式上的改造创

新袁使从开始简单的几个动作演变成 14 节系列套路袁到现

在的系列莲湘袁形成了独特的廊下风格袁有别于其它地方

的莲湘遥从单人莲湘到多人莲湘袁到团体莲湘遥随着舞蹈元

素的加入袁打莲湘的艺术性不断增加袁更趋向舞台化袁并赋

予鲜活的时代感遥 2008 年创编的 10 节新的莲湘操不仅使

民俗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相得益彰袁也让民俗传统舞蹈与

现代健身操舞有机融合曰其次袁风格上的改造创新袁廊下人

民紧扣时代脉搏袁创造出了系列莲湘院舞莲湘尧劲莲湘尧耍
莲湘尧队莲湘尧唱莲湘和其他莲湘遥 其它莲湘包括院如诗歌

莲湘尧小品莲湘尧快板莲湘尧故事莲湘尧互动莲湘尧家庭莲

湘尧礼品莲湘等袁形成了浓厚的莲湘系列文化遥
在推广传播方面袁打莲湘得到政府的广泛支持遥首先袁

让打莲湘进入学校成为当地的特色课程尧创编教案袁并通

过举办校际比赛和教育新闻报道得到推广传播曰其次将打

莲湘融入各类文艺演出和文艺作品袁通过大舞台传播打莲

湘袁并打造出一个先进的袁富有文化底蕴的新乡村曰再次

搭袁建网络平台袁将打莲湘在学校尧在传承基地尧在廊下镇

举办的各类比赛中的表现通过网络传递到人们的面前曰最
后与旅游结合遥 2012 年 5 月 31 日袁廊下打莲湘成为野闲是

金山冶这一金山旅游品牌中袁7 个野金周末冶系列特色旅游

产品中的一个遥这一系列的旅游项目让更多的外乡人认识

了打莲湘袁近距离接触到打莲湘遥可以说袁与旅游结合是传

承发展打莲湘的重要手段遥

休闲旅游开发是为发展以休闲为目的的旅游业袁对当

地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手段遥 目前袁旅游开发的对

象已从单纯的自然风景资源袁转向更富深意的历史文化资

源遥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方国土的历史演变尧一
方人民的生活习俗袁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袁已成为旅游

开发的重要对象遥

近年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主要旅游吸引力的文

化遗产旅游逐渐流行起来袁廊下旅游正是采用此类开发方

式的典型案例遥 2006 年新廊下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袁负责金山区廊下镇的旅游管理工作遥 2006 年打莲

湘成为金山区野一镇一品冶项目袁2007 年成为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袁旅游公司顺势将中国首个莲湘文化传承基地建立

在了廊下著名旅游景点野廊下生态园冶中袁并协同廊下文广

中心举办了中国唯一的大型莲湘主题文化节袁廊下的莲湘

品牌开始名声鹊起袁知名度越来越高遥
2008 年廊下镇举办了首届长三角地区莲湘邀请赛袁

为申请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准备遥旅游公司经过一

年的准备袁在 2008 年野五一冶黄金周期间袁出台了原生态情

景剧叶姚府娶亲曳将莲湘的元素融入其中袁巧妙地向游客展

示出廊下莲湘文化的魅力和风采袁为廊下旅游业的发展开

拓了文化资源袁改变了以往野农家乐冶的郊游模式袁使上海

的乡村旅游平添一份野文化味冶[5]遥
2009 年打莲湘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遥 2010 年野莲湘主题文化节冶升级为野中国莲湘文化节冶遥
旅游公司通过大力宣传袁将这一莲湘文化节宣传成文化旅

游的一大盛会袁同年廊下生态园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区 [6]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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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袁这种以传统民俗文化推动当地农村文化发展袁带动

农业旅游业发展的野廊下模式冶袁受到了全国 32 个省市区

民间艺术家协会高层人士尧民间文化研究专家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7]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辈们智慧的结晶袁是人类宝贵的

文化遗产袁因此袁在开发打莲湘休闲旅游产品时必须尊崇

先保护后开发原则尧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有机更新原则遥 要

坚持以上原则袁就需要得到廊下镇各方的帮助遥
打莲湘的开发汲取了廊下文广中心对打莲湘历史研

究的成果遥 为尽可能还原打莲湘的原有风貌袁廊下文广中

心多次开展了翻阅历史资料尧探访老艺人尧召开莲湘研讨

会等调研挖掘工作袁制作出了叶廊下莲湘曳一书袁并制作专

题纪录片遥 旅游公司在与廊下文广中心多次沟通后袁将打

莲湘书中的内容作为旅游介绍资料尧将叶廊下莲湘曳作为静

态读物成列在莲湘馆尧 将纪录片在莲湘馆中滚动播放袁并
将经典莲湘动作塑造成莲湘雕塑 [8]遥 廊下休闲旅游对打莲

湘的开发较为完整地保留其较为传统的部分袁对打莲湘起

到了传承保护的作用遥
对打莲湘的开发获得政府规划的支持和监督遥打莲湘

的传承地金山区廊下镇在 2006 年 6 月发布的 叶上海金山

现代农业园区渊廊下镇冤总体规划曳 [9]渊下称叶规划曳冤中表

明袁廊下镇始终以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首要目标袁在规

划理念的第一条就提出野人文理念冶袁即尊重土地和自然过

程袁将中国五千年土地上的智慧袁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

相结合袁构建和谐新农村遥 这一规划肯定了打莲湘等多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俗传统的文化价值袁使它们能在这

片土地上持续保留其原有的风貌遥与廊下镇政府合作的每

年一度的莲湘文化节和莲湘邀请赛为廊下旅游公司吸引

了大批的游客和媒体关注遥
对打莲湘的开发也从学校中的打莲湘活动中得到灵

感遥廊下的各个学校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开展莲湘活动袁衍
生出了诸如莲湘舞蹈尧莲湘操尧莲湘游戏尧莲湘朗诵尧莲
湘剪纸等活动袁 特别是莲湘舞蹈和莲湘舞蹈和莲湘操更

是获得上海市教委专业老师的指导袁 动作简单美观且具

有较高的健身功效遥 这些莲湘活动得到了专业的指导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袁将其融入到廊下休闲旅游中袁能吸引游

客的注意力袁 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近距离接触打

莲湘遥
如今在各方的协助下袁已建成的打莲湘特色的休闲旅

游产品主要包括院以打莲湘为主题的休闲旅游项目尧以打

莲湘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场所尧有打莲湘参与的休闲旅游宣

传活动及比赛尧以莲湘命名的物品等遥 廊下乡村旅游的主

力军是廊下农家乐袁 将打莲湘等传统文化融入农家乐中袁
开发出莲湘糕尧莲湘服装等莲湘系列产品袁并向游客零距

离表演打莲湘袁打莲湘俨然成为金山廊下休闲旅游的著名

品牌遥

为进一步配合旅游业的发展袁金山区启动了野村庄改

造冶工程袁让农村居民的生产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遥 廊

下镇的中华村在村庄改造中把几十户农家小楼打造成乡

村酒店袁并发展出一批野农家乐冶饭店袁同时挖掘出打莲

湘尧土布服装尧农民画等文化项目袁让游人吃在农家尧住在

农家尧乐在农家 [10]袁让非本地人能在良好的环境下欣赏打

莲湘袁感受惬意的乡村休闲生活遥
休闲旅游业的发展让打莲湘传承地的百姓生活环境

得到改善遥 与此同时袁据不完全统计袁自叶规划曳颁布以来袁
2007 年全年廊下共接待游客 1 296 批尧12.67 万人次袁2008
年将打莲湘融入休闲旅游后袁当年 1 至 9 月平均每月接待

旅客 2 万多人次袁游客数量显著增长[11]遥
时至 2012 年廊下休闲旅游通过农旅尧 文旅结合的发

展措施袁参观人数持续增长袁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遥 截止

2012 年 6 月 18 日袁 旅游公司接团 538 批次袁 同比增长

31%曰接团游客超过 3 万人次袁同比增长 25%袁其中外宾

1 150 人次遥 带动廊下各旅游景点接待游客超过 20 万人

次袁同比增长 30%曰带动旅游消费超过 1 800 万元袁同比增

长 28%[12]遥
经济价值是维系休闲旅游持续开发的重要方面袁通过

对打莲湘的旅游开发袁 为当地人增加了多个工作岗位袁让
他们通过发挥所长获得兼职或全职的工作岗位遥

在丰富打莲湘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遥以及原生态情景

剧叶姚府娶亲曳等与莲湘有关的剧目袁生动地表现了乡村文

化袁丰富了莲湘的表现内容袁让人记忆犹新遥
提高打莲湘知晓度遥 根据上文的数据可知袁将打莲湘

融入到休闲旅游开发中去袁利用本土风光吸引游客袁在观

光的同时让人们知道并了解打莲湘袁 提高了打莲湘的知

晓度遥
提供打莲湘展示平台遥休闲旅游需要传统文化增加其

卖点和亮点袁旅游公司安排打莲湘在传承基地尧廊下生态

园尧上海农家尧博海农艺苑尧廊下果蔬园尧盛姆桃园等多个

景点进行表演袁使打莲湘拥有更多的展现舞台遥
增加打莲湘传播渠道遥金山休闲旅游的成功获得了多

媒体尧多渠道的密切关注和更多的展示机会袁打莲湘也随

之获得更多的机会遥 例如院江苏电视台先后在叶跟着大脚

走曳栏目尧叶中国旅游曳栏目来到金山拍摄旅游专题和春节

专题片 袁 上海 FM89.9 东方都市广播合作举办 野金周

末要要要金山年货采购活动冶袁 春节前夕每天 8 次向广大听

众播出活动信息袁 并活动通过 叶就是爱旅游曳尧叶今天吃什

么曳和叶都市新空气曳3 大节目强强联手进行活动介绍 [13]袁
此外苏州尧舟山等多地区媒体与金山旅游有着不同形式的

合作袁 可见金山旅游在长三角旅游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

碑袁野闲是金山冶效应不断扩大袁打莲湘的传播渠道和范围

也逐步扩大遥

在很多景区袁打莲湘并非固定表演内容袁没有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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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袁没有固定的表演时间袁这让很多游客只能野赶巧冶看
到打莲湘遥 此外袁除了莲湘馆里面袁很多景区袁即便是在以

莲湘为特色的景区都少有打莲湘的解释牌尧 系列丛书尧相
关杂志和报纸遥 人们看到表演也只能看个热闹袁无法详细

了解打莲湘的文化内涵遥

在休闲旅游中只有游戏莲湘尧列队莲湘等改良的莲湘

活动可以让游客互动参与袁而传统打莲湘主要以表演的形

式出现在游客面前袁 在所有景区都没有体验区和教学区袁
游客们无法亲身锻炼袁难以真切感受到传统打莲湘在练习

时的快乐袁也无法学会打莲湘的动作袁打莲湘无法通过休

闲旅游进行技术传承遥

技术传承需要体验和练习袁 获得快乐同样需要体验遥
在多个旅游景点中袁偶有几个出售莲湘棒和莲湘相关装饰

品的小摊位袁但很少有莲湘课程指导袁莲湘教材等产品出

售遥 这样不利于游客们深入感受莲湘文化袁莲湘的乐趣遥

为发展金山区廊下镇的休闲旅游业袁廊下镇的部分村

落改造成了农家乐袁对村落进行整修袁虽然居住环境得到

了改善袁但是部分原住民因不愿意住在野热闹冶的旅游景点

而迁出遥 新迁入的有些是廊下其他村居的居民袁但他们目

的明确袁以开展农家乐为主业遥 有些并非廊下人袁同样以

野生意冶为主袁但他们对廊下的文化袁对打莲湘知之甚少袁
更别提会打莲湘和传承打莲湘了遥

新建的景点和农家乐袁都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农田遥 在

这样的环境中袁 打莲湘不再是人们务农时的休闲娱乐活

动袁莲湘歌曲所唱的与现实环境不同袁莲湘更多的是一种

吸引眼球的工具遥舞台上的表演者打出来的莲湘好看但却

不再是传统套路袁 店家打出来的莲湘有些只是摆几个动

作袁并不成套遥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环境和目的改变时袁它将难

以展现最传统的风貌遥在休闲旅游开发中环境的变化和商

业的目的似乎是必然的袁这将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打莲

湘的传统性袁这对打莲湘传承和发展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

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遥

传承和发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传统文化是

社会的重大课题袁而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休闲旅游

开发是其中一种有效的传承发展模式遥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涉及调研挖掘尧整

理保护尧传人培育尧改革创新和推广传播 5 大方面袁廊下镇

文化体育中心作为打莲湘的主要管理部门袁它对推进和监

管打莲湘的五大传承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袁是打莲

湘传承发展的主要推手遥廊下的幼儿园尧小学尧中学在镇文

化中心的鼓动下也在整理保护尧传人培育尧改革创新和推

广传播 4 个方面对打莲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渊图 1冤遥

图 1 休闲旅游开发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打莲湘传承发

展的 5 大方面的关系

目前袁廊下旅游公司将镇文体中心和镇学校对打莲湘

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休闲旅游开发中袁在汲取其他机构成果

的同时袁旅游公司也通过自身的力量对打莲湘的传承发展

也做出贡献遥 在整理保护方面袁旅游公司为打莲湘提供了

展示平台曰在推广传播方面袁通过旅游让许多老百姓接触

到了打莲湘尧增加了媒体对打莲湘的报道尧拓展了打莲湘

的传承渠道遥休闲旅游开发对打莲湘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遥
休闲旅游开发对打莲湘的传承发展也造成了一些负

面影响袁主要体现在传人培育功能的缺失和推广传播方式

不完善两方面遥 休闲旅游开发中将打莲湘作为野摆设冶袁不
利于游客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袁也不利于发展潜在的

文化传承者袁 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的传承和发展遥
在未来的发展中袁休闲旅游公司在开发利用传统文化的时

候应增加主人翁意识袁深入思考一系列做法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和发展的长久影响遥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

中心在与旅游公司合作的同时袁 也应起到一定的监管作

用袁及时指出其在开发过程中的问题遥

体验式即需要游客去亲身参与袁 参与方式一般有品

尝尧抚摸尧尝试等袁人们通过体验可以对物品有更直观的了

解遥让游客亲身体验打莲湘袁不仅能增强旅游的互动性袁趣
味性袁也能让人们对打莲湘产生更深的印象遥

在观赏过打莲湘后袁 许多游客表示对其很感兴趣袁可
是缺乏学习的渠道遥 因此袁建议旅游公司在设置体验式项

目的同时袁还应在纪念商品点摆放出各类的打莲湘教学书

册袁光碟袁供有兴趣的游客欣赏学习遥
打莲湘在金山区廊下镇十分普及袁其原因在于打莲湘

是多所学校的必修科目袁是镇文化比赛的必比项目袁是企

业文艺活动的必演节目遥借鉴学校教材编写旅游读本是开

发打莲湘教材的一条捷径遥

休闲旅游开发视角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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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面积的增加袁乡村面积的减少袁人们对于乡村

的好奇心则逐渐增加袁 对于乡村休闲的生活日渐渴望袁乡
村休闲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遥但人们对于体育

的爱好却并不偏向野乡冶化袁越来越多的人崇尚时尚体育袁
外来体育遥

在保有打莲湘传统风格和传统风格的前提下袁 根据不

同年龄层和不同职业人群的审美尧健身和休闲需求袁设计时

尚尧个性的打莲湘产品遥 如院改变莲湘棒的材质尧颜色曰改良

莲湘服装曰改编莲湘音乐等遥 实体产品是具象的袁是可存放

的袁是能唤起人们记忆的遥游客在购买了相关产品后能更长

久地保存对打莲湘和对金山休闲旅游的记忆袁 通过购买莲

湘产品袁练习打莲湘还能起到扩大莲湘传承度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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