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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业依托少数民族传统节庆发展探析

——以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节为例

邢雯琳*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0

摘� 要：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正在成为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是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的生活路径写照，文化旅游产业依托少数民族传统节庆发展对于挖掘、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节为例，探讨黎族苗族“三月三”传统节庆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联动效应，

分析发展现状与不足之处，提出相应发展对策，以期推进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开发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

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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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下，产业融合是提高我国产业效率及竞争力的一种新型产业发展方式。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及其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和耦合度，两者相近的属性和特征使其共生共

荣，文旅融合发展已成大趋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民族传统节庆就蕴含着

瑰丽宝藏。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依托少数民族传统节庆开发，对于发掘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推动文旅产业升级，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如何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更好的通过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展示出来，如何把民族传统节庆从单一的

庆祝活动发展为一种常态性的节庆产业，并通过民族传统节庆衍生出与其相关产业，实现民族传统节庆开发与区域产

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基于此，本文以海南民族地区黎族苗族三月三节为例，探讨黎族苗族“三月三”传统

节庆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联动效应，以期推进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开发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共赢���。

二、黎族苗族三月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三月三”节是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流传了千百年，����年，“三月三”节入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成为其传统文化最具体、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

（一）“三月三”节的发展沿革

黎族“三月三”节流传已久，最早的起源地是海南西部的东方市、昌江县等黎族美孚方言区。关于黎族“三月

三”的民间传说，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来源，从这些民间传说总体来看，“三月三”是黎族人民纪念祖先繁衍之功

德、与大自然拼搏斗争的英雄业绩，也是黎族人民祈求生产丰收，期盼幸福生活以及美好爱情的传统佳节。如今，

“三月三”已是海南省最隆重、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民俗节庆���。

（二）“三月三”节的活动内容

“三月三”节日当天，家里最有威望的老人会带着家人来到礼堂里祭拜祖先，祭祀完后，黎苗族人会精心准备好

丰盛的美食，大家齐聚一堂，品尝美食，跳竹竿舞，男女对歌，还举行许多传统竞技比赛。到今天，“三月三”节的

组织方式逐渐由民间自发到政府主办，节日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节庆内容愈加丰富多彩。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需求以及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历史机遇下，海南省各级政府更是全员出动，下大力气办

好“三月三”节活动，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推动活动开展，展示黎苗族文化���。

三、海南黎苗族“三月三”结合文旅产业发展不足之处

近年来海南黎苗族将“三月三”节庆结合文旅产业推向更大市场，利用独特的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产品，吸引游

客，推动海南黎苗族地区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为促进海南黎苗族地区文化旅游市场的繁荣以及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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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文化旅游产业依托民族传统节庆“三月三”发展仍暴露出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文化内涵淡化，传统文化没有形成延续性

当前，海南“三月三”节庆活动主要由各级政府主办，虽然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但是原来民

间自发性的文化内涵正慢慢淡化，如各地传统的祭祀、敬祖等仪式越来越少。关于“三月三”祭祖活动只有中老年人

知晓，多数年轻人并不了解，另外，少数民族市县政府虽然尝试开发出一些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旅游项目，但是没能

将它们融入日常的旅游项目中，传统的文化活动如对歌、趣味比赛和舞蹈并没有形成延续性���。

（二）政府主导组织，专业化分工没有细化

海南“三月三”活动属大型节庆活动，实行“省政府主办、民族市县承办”模式，由主办、承办、协办等多方共

同管理和联动实施。主办县为此成立县组委会办公室，并下设多达��个工作小组，同时还有多个县下属的部门参与协

调。但由于参与部门较多，涉及工作面较广，主办地存在省与县的上下之间、工作组与工作组的左右之间的多重关系

交集，往往是多头操作，加之环节又多，虽然有工作方案，但还缺乏科学化、规范化的多头联动机制和操作规则，导

致工作衔接经常出现脱节���。

（三）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缺乏举办大型活动的场地

“三月三”节庆活动已经成为海南重要的文化品牌，但配套于这一活动品牌的相关基础设施还很缺乏。每年度的

“三月三”主会场主要在少数民族市县轮流举办，这些市县大部分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适于举办

大型活动的场地较少，特别是场馆还十分缺乏���。

四、文旅产业依托“三月三”节庆未来发展对策

（一）深入挖掘节庆文化内涵

进一步挖掘黎族祭祀文化。祭祀文化属于黎族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包含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两层含义。随着时

间的推移，黎族祭祀文化逐渐演变成“三月三”节庆的核心内容，黎族原始宗教成为这一节日的母体文化。因此，要

深入挖掘、开发和保护黎族祭祀文化，恢复海南“三月三”节庆的民俗文化核心层���。

（二）创新黎苗族歌舞文化的表现形式

黎苗族传统歌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的歌舞服饰、乐器、道具、配乐等，都是黎苗

族歌舞的艺术价值。在开发黎苗族歌舞文化的旅游产品时，除了舞台展演，还可以让游客零距离接触黎苗族歌舞文

化，如试穿黎苗族舞蹈服装，使用黎苗族传统乐器等，将单纯的观赏变成一种交流、互动的活动���。

（三）组建专门的“三月三”常设管理机构

“三月三”节庆活动是经中央批准、以海南省政府名义主办的大型活动。目因此，应探讨成立专门的“三月三”

常设管理机构，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人员的稳定性。参照国际体育赛事和大型活动标准，制定“三月三”大型活动操作

规程及实施细则。合理使用专项资金，与赞助商和合作伙伴保持联系，并加强与媒体的联系����。

（四）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举办大型活动能力

目前，海南大多数民族市县虽然都建设了露天活动广场，但大型体育和会展场馆还没有建设起来，无法满足举办

大型体育、演艺和会展活动的需要����。要整合旅游、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加快各市县大型体育、演

艺和会展场馆的建设，为承办“三月三”等大型活动创造条件����。

五、结语

文化旅游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丰富多彩，两者有机结合必将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传扬民族文化魅力，展示文化自信。近年来，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节庆结合文化旅游产业对带动当地经

济、旅游发展以及向外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此应继续以“三月三”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龙头，

结合主办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将其打造成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推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升级，实现民

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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