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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俗节庆文化品牌建构现状、困境与发展路径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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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传统民俗节庆文化涵盖节日、庆典、婚礼、葬礼等仪式及民俗活动，凭借丰富仪式、独特习俗及深厚历

史传承，成为地区或民族特有文化现象，承载着强烈的历史传承意义与深厚文化内涵。研究旨在深入挖掘凉山彝族年

特色文化内涵，剖析其在品牌认知、特色标识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困境，总结建构凉山彝族年文化品牌的策

略与措施，以推动传统民俗节庆文化纵深发展，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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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年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之一，被视为彝族人民世代传承和弘扬的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凉山彝族年

庆祝活动逐渐受到冲击，导致传统文化逐渐边缘化。虽

然彝族年有着丰富的仪式和习俗，但商业化和娱乐化的

特点并不显著，其文化资源开发程度低、区域影响力不

高，彝族年并未形成系统的品牌形象与品牌战略[1]。

*1��民俗节庆的现状特征

传统民俗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

会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依靠狩猎、采集和渔猎，

因此，节庆活动主要与祭猎、祭祀祖先、祈求丰收有

关。步入农耕社会，人们注重对自然的崇拜和感恩，通

过一系列仪式和庆典来祈求神灵的庇佑，寄托神力与自

然之力，祈祷丰收和祝福农作物的生长。例如，种植作

物之前的耕作祭祀、亩坛祭神、看田等习俗，以及收割

后的丰收庆祝。

1.1  民俗节庆内涵的丰富与展现形式的更新
在内涵上，早期的民俗节庆主要与自然时序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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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相关，如春节、清明节等。这些节庆主要表达了人

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缅怀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

盼。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节庆逐渐融入了更多的文化

元素，如商业庆典、体育比赛、旅游观光等，这些新的

元素使得节庆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元。同时，在现代社会

文化交流与融合高度发展，传统民俗文化也在发展中接

受了来自海外文化、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形式的影响。

传统的民俗节庆主要通过祭祀、游行、歌舞、饮食

等方式来展现。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民俗节庆的展

现形式也在不断地更新。例如，无人机表演、网络直

播、VR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民俗节庆的展现
形式更加多样化和现代化[2]。同时，一些新兴的民俗节庆

活动，如音乐节、美食节等，也使得人们对于民俗节庆

的体验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1.2  民俗节庆与产业相结合
民俗节庆产业化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国

务院1992年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
定》，正式把文化产业列入第三产业，把文化部门由财

政支出部门定位为生产型部门。由此，整合地方特色资

源，将地方民俗节庆与产业相结合形成文化产业，不仅

可以带动产业与民俗节庆双向发展，还可以拉动地区经

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广地方形象、传承民俗文化等[3]。

除此之外，民间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伴随节庆产业而

产生，这些都是民俗节庆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民俗节

庆是推动民间手工艺品发展和激发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

元素。例如，在节庆期间设立文化展览、手工艺品市集

和民俗表演等，吸引了许多文化创意从业者参与，提升

了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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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凉山“彝族年”文化品牌建构的基础与不足

2.1  基础
彝族年活动内容丰富。彝族年作为彝族人民重要的

传统节日之一，其仪式活动丰富多样，包括唱歌跳舞、

斗牛、赛马、跳火绳、爬油杆、打陀螺、摔跤等风格独

特民俗游戏这些活动内容充分展现了彝族人民的智慧和

才艺，传承了彝族文化的精髓，为彝族年品牌建构提供

了丰富素材[4]。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中国四川省西南部，是中国彝

族聚居地区之一。州内旅游资源丰富。凉山彝族自治州

位于中国四川省西南部，是中国彝族聚居地区之一，被

誉为“彝藏之邦”。州内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自

然景观、文化遗址、民族风情等（表1），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探索。加之，在国家和当地政府扶贫政策的支持

下，凉山州已完成了全面脱贫，贫困地区旅游服务设施、

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逐渐完善，为彝族年品牌建构奠定了

良好基础。

表1��凉山州旅游资源

类型 资源

自然景观 泸沽湖、海螺沟、黑水河、日隆山、甘洛草原等

文化遗址 卓玛古城、白格堡彝族山寨、博石彝族山寨等

民族风情 高腔、朵洛荷、月琴、赛马、摔跤等

民俗节庆 彝族年、火把节、插花节等

生态保护区 四姑娘山、亚东梅里雪山、螺髻山等

红色旅游 金沙江峪平渡遗址、会理会议遗址、彝海结盟遗址等

（注：上表资源整理自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官网）

2.2  不足
彝族年认知度有限，品牌扩散性差。相比于一些知

名的节日品牌，如春节、端午节等，彝族年的认知度相

对较低，一些人甚至并不了解这个节日。目前彝族年

在传统彝族地区的影响力较大，但在其他地区知名度较

低，品牌扩散性有限。这就需要通过相关策略和推广手

段来扩大品牌的影响范围，吸引更多地区的人参与和了

解彝族年，以此提高彝族年的知名度和认知度[5]。

缺乏统一标识，人才不足。当前对于彝族年的品牌

标识和形象的统一性较差，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品牌

形象。这就需要在品牌建构过程中重视统一的品牌标识和

形象设计，增强品牌辨识度和一致性。并且凉山州目前关

于节庆策划、文化类、营销类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还较为缺

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彝族年品牌的建构发展[6]。

3��凉山“彝族年”文化品牌建构措施

3.1  品牌定位：展现品牌特色，提升服务品质
文化是民俗节庆的内核，是构建民俗节庆品牌的基

础[7]。彝族年的品牌定位应凸显彝族独特的文化特色，

充分挖掘彝族年的特色文化资源，如祭祀仪式、民俗习

惯、舞蹈表演、音乐等。通过展示彝族文化的精髓，彰

显其色彩斑斓、丰富多样的特点，让人们更加了解和喜

爱彝族文化，使其在参与节庆活动与购买节庆产品时产

生出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同时结合地域优势，将地方

特色与彝族文化相结合，打造独特的彝族年品牌形象。

通过突出当地的自然景观、文化风情等因素，吸引游客

和参与者前来体验彝族年的乐趣和魅力。

克·格鲁诺斯曾提出，顾客感知服务模型，将顾客

全面感知质量分为期待质量与经验质量，即顾客的主观

评价与产品的功能与技术服务。基于这个观点，彝族年

的品牌定位应注重提升服务质量，从品牌宣传到节日实

时开展都注重游客的体验感受，为参观旅客创造独特的

品牌体验和参与感。通过各类文化活动、节庆盛典、游

戏体验等方式，让人们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和参与彝族年

的习俗和仪式，从而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3.2  品牌传播：建立彝族年传播渠道，丰富传播内容
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提高品牌知名度。品牌传

播是传播品牌内容、提升品牌形象、吸引顾客消费与认

同的重要途径[8]。线上渠道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新媒体

等创建彝族年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线上账号。同

时，彝族年的品牌传播还应重视线下传播媒介的作用，

例如报纸、广告牌等；线下举办彝族年的文化展览、演

出、庙会、民俗游戏等文化活动，与旅游机构、文化机

构、民宿、餐饮等相关行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广彝

族年的品牌，实现品牌的全方位传播。

整合彝族年相关资源，丰富传播内容。官方的宣传机

构应结合热点话题，打造文旅“热点话题”，促进传统民

俗文化和文旅结合，打造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另外，彝

族年所传播的内容不应局限于其仪式活动的信息，应扩大

传播的范围，例如宣传中国非物质遗产文化、凉山彝族

地方特色、彝族年历史故事等，丰富传播的内容[9]。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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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彝族年的品牌形象积极传播，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参与彝族年的文化活动。

3.3  品牌保护：增强品牌竞争力，增强品牌保护意识
不同于一般的品牌保护，民俗节庆品牌基本属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范畴，要更加注重对民俗节庆品牌的保护[10]。

首先，将彝族年作为品牌进行注册，确保其在法律层面

获得保护。可以申请商标注册，明确彝族年的名称、标

识、仪式、习俗等的合法使用权，禁止任何人或组织未

经授权擅自使用、仿冒或篡改彝族年的品牌。同时，整

合凉山彝族当地的特色资源，大力支持景区串联建设，

形成文化内涵与自然资源互补，加强凉山彝族年的综合

竞争力与影响力。

鼓励彝族社区和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品牌保护工作，

提供品牌信息和证据，共同维护彝族年的品牌权益。同时

设立专门的彝族年文化保护机构，负责彝族年品牌的保护

和传承工作。该机构可以负责品牌的管理和授权，并协调

相关的文化活动和节庆，确保品牌的正常和合理使用。

3.4  品牌延伸：开发文创产品，加强品牌合作
文化体验产品与数字产品的开发是扩大彝族年品牌

影响力的重要途径[11]。举办参观彝族年传统庙会、学习

制作传统彝族年食品、参与彝族年舞蹈、乐器等可以让

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彝族年的文化，加强品牌与消

费者的互动和情感联系。另外，借助数字技术，开发与彝

族年相关的数字产品，如彝族年主题的手机应用程序、游

戏等。这些产品可以通过手机和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扩大

品牌的影响范围，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

近年来，品牌战略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品牌联名、跨

界合作。品牌与品牌之间打破行业界限，通过形象、产

品、营销等方面强强联合，塑造出一个新颖的形象，给

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如今年火爆的茅台和瑞幸联名

推出的酱香型咖啡，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关注。除此以

外还有毛戈平和故宫文创联名、三星电视和敦煌画院联

名等都是很成功的品牌联名案例。因此，彝族年通过与

其他品牌进行合作，或通过授权方式，将彝族年的品牌

形象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与服装品牌合作推出彝族年

联名款式，或授权文艺作品使用彝族年品牌元素等，扩

大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范围。

4��结语

民俗节庆活动是地域文化的具体体现，鲜活地反映

了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水平，满足了民众日益增加的精

神文化需求，同时也将民俗节庆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传承至今，其价值已经远超于民俗节庆活动本身。近年

来，举办民俗节庆活动，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品牌已经成

为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的手段之一。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

州彝族年为例，探究了彝族年构建文化品牌具有深厚的

历史底蕴、丰富的活动内容与资源等优势，同时发现面

对知名度低、人才缺乏、其他节庆竞争大等挑战。针对

上述问题，提出运用品牌建构理论，从品牌定位、品牌

传播、品牌保护、品牌延伸四个方面构建彝族年文化品

牌，更好地推动传统民俗节庆文化品牌的传承和发展，

为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不断增强民族

自豪感与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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