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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国受到了高度重视, 相关的科研工作逐渐增多。为达到丰富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目的, 笔者对古都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旅游资源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并在此基础

上对其进行分析, 旨在为古都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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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郑州地处中华腹地, 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

里, 历史上五次为都、八代为州, 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在繁荣昌盛的历史长河中, 郑州凭借自身的开放包容和和

而不同的个性, 不仅创造了持续繁华的物质文明, 也孕育

了丰富璀璨的城市文化。郑州市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中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 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古都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概况

1、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及其项目保护工程, 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通过深刻反思

和科学总结, 才创建出来, 是跨世纪的新概念和国际性新

举措。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 5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6 和我国国务院办公厅 5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6 , 可以得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

对各群体在不同地域生活的状态或习性的一种大致描述,

涉及的是围绕生活方方面面所遗留的具有文化价值或精神

价值的内容, 能够体现各群体的传统特性。

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界定

旅游资源是指,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 凡能对旅游

者产生吸引力, 为旅游业开发利用, 并可产生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各种事物现象和因素。有些旅游资

源是有形的客观实体, 也有一些旅游资源是无形的、非物

质的。这些非物质的、精神的旅游资源, 是在物质基础上

产生, 并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而存在的。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旅游资源的定义, 我们可

以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是指,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那些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为旅游业所利用, 并具有一定

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 可产生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的各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

3、古都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概况

千百年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笔墨相承、口耳相传, 是

社会文明的历史见证, 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郑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 从本质上呈现了中原大地历经千年沉淀而成的华

夏文化内涵, 其珍贵和价值不言而喻。

近年来, 郑州市委、市政府本着 / 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0 的方针, 积极进行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作的认定, 并建立了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加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

展条件和生存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为弘扬郑州优秀传统

文化, 推动我市文化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

郑州确定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 118 项, 其中荥阳苌

家拳、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少林功夫、新密超化吹歌和巩

义小相狮舞五项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

过这些活动, 郑州市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

利用和保护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古都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

1、按级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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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5 项)

自 2006 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今,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 10 大

类, 1530项, 其中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少林功夫、荥阳苌

家拳、新密超化吹歌和巩义小相狮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37 项)

自 2007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至今,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 423 项, 其中

郑州市惠济区中原古荥汉族丧葬习俗、登封市许由的传说、

新密溱洧婚俗、新郑上巳节、荥阳市黄河豫门号子和中牟

县潘安的传说等 37 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118项)

为了更好的保护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 2008 年起至

今市政府批准市文化局确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8

项。这 118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繁多, 既有大家熟悉的

民间传说、传统戏曲, 也有人们可能陌生的曲艺、杂技与

竞技及民间美术等, 还有与人们生产切实相关的民俗。

2、按表现形式划分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会议正式通过的 5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6 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 5

大类: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 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

介的语言; 表演艺术; 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 有关

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传统手工艺。结合对郑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可以看出, 项目可细致分为 17 类, 主要

有: 民间文学 28 项, 以火烧秦桧传说、登封大禹的传说、

法云寺的传说、白居易传说等为代表; 民间音乐 8 项, 以

超化吹歌、狮子鼓、中牟黄河号子、玉门号子等为代表;

民间舞蹈 9 项, 以小相狮舞、新密挑经担、荥阳狮舞、猩

猩怪等为代表; 戏曲 1 项, 即常香玉豫剧唱腔艺术; 曲艺 3

项, 以河南坠子为代表; 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 5 项, 以

苌家拳、少林功夫等为代表; 民间杂技 1 项, 即巩义东庄

秋千; 民俗 6 项, 以新密溱洧婚俗、嵩山婚俗、中原古荥

葬俗等为代表; 民间信仰 5项, 以郭氏家祠祭祖、新密天爷

洞拜祖庙会、中岳庙会等为代表; 文化空间 1 项, 即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 民间知识 2 项, 即鸭李正骨、张杨贵皮肤

科; 传统医药 1 项, 即郑氏膏药; 民间美术 18 项, 以炭精

画艺术、巩义潜彩画、巩义石刻、嵩山木板年画等为代表;

民间手工技艺 10 项, 以新郑八千刘家钢勺、登封凌霄种植

技艺、古字画揭裱与修复等为代表; 传统技艺 7 项, 以登

封窑陶瓷传统烧制技艺、泥绣球制作技艺、登封芥丝 (片)

制作技艺等为代表; 生产商贸习俗 7 项, 以巩义小相野菊

花生产技艺、荥阳石榴栽培技艺、霜糖生产技艺等为代表;

消费习俗 6项, 以合记烩面、郑州蔡记蒸饺 (京都老蔡记)、

郑州海记清真牛肉制作技艺等为代表。

三、古都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析

古都郑州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无论在

主类还是亚类上, 资源类型都是非常丰富的, 体现出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征。可以说郑州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见

证了郑州的历史辉煌和古代文明, 体现了世世代代郑州人

民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面对如此蔚为大观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 准确地把握其特点, 深入挖掘其价值, 是使之获

得恒久生命力的前提。

1、涵盖种类齐全, 表现样式多样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众多, 资源丰富。如

前文中所示, 无论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方法,

还是按我国现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的方法, 郑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每一项中都有分布, 且数量相对较多,

可见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2、植根当地, 乡土风情浓郁

郑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

生产实践中累积的,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传统技艺中有

很多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密切关系, 如荥阳石榴栽培技艺、

霜糖生产技艺。也有一些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 是劳动

人民情感的表达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玉门号子、黄河号

子。还有起源于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由老百姓制造并长

期享用和传承的民间民俗, 作为一种生活文化, 它客观地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风貌、社会形态和文化

发展, 如新密溱洧婚俗、嵩山婚俗等。

3、知名度较高, 有较大影响力

郑州市历史悠久, 民间文化深厚丰富, 经过长期发展

和传承, 郑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内容丰富, 并且知

名度较高: 少林功夫不仅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甚至享誉世界, 成为中华武术的象征;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每年都吸引来无数海内外炎黄子孙在新郑寻根祭祖; 豫剧

是我国最大的地方剧种, 常香玉的唱腔艺术是诸多唱腔中

影响较大、流传较广、深受群众喜爱的。

4、参与性强, 体验空间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 涉

及社会的各个领域, 如地方戏剧、歌舞、民俗节庆、民间

工艺等, 从物质到意识, 涵盖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

是市民, 还是游客, 能够观赏到原汁原味、独具个性的文

化是一种享受, 如民间艺人舞龙、舞狮等精彩表演令人流

连忘返, 但若能亲自参与, 体验那些活泼欢快、充满情趣

的活动, 更是一种美的体验。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

许多民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具有强烈的动态特征, 适合

广大游客的参与; 传统制作工艺如木雕、根雕和剪纸等除

了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也极具体验价值。

总体来讲, 郑州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数度繁华

的历史文化积淀, 造就其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 为我

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

历史文化价值巨大, 还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美学特征, 具

有较高艺术观赏价值, 老百姓以及广大旅游者可以从中得

到享受, 陶冶情操。此外, 从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

源的分类表可以看出, 其科学研究价值涉及诸多领域, 可

作为文学类、民俗类、文化类及历史类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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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进一步健康发展, 我们在做

大做强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移风易俗、防

止迷信。一方面我们要多投入、多宣传, 进一步挖掘庙会

的传统文化, 积极为其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

面我们要切实做好老百姓的思想引领工作, 加强尊重科学

的宣讲力度, 领导率先垂范, 地方政府利用一些切实有效

的措施避免老百姓在庙会祭祀中陷入迷信的泥潭。

2、搞活经济与重视文化并重

我们应该改变现今庙会活动文化为体、经济为用的局

面, 实现经济、文化两手抓。只有这样做, 曹娥江流域庙

会文化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庙会

的经济效益, 其实这已经走入误区。宏扬庙会文化与搞活

地方经济两者并不矛盾, 相反重视文化能帮助发现新的经

济增长点, 为挖掘经济深层次潜力提供契机。同时地方政

府对正在萎缩、消失的古老庙会乡土文化应积极保护, 必

要的话提供资金支持, 以增强曹娥江流域庙会的文化韵味。

3、规范庙会活动使之更安全、有序

我们应该进一步规范曹娥江流域的庙会活动, 使之更

安全、有序, 杜绝庙会中的各种安全事故隐患。庙会活动

由于参加人数较多而且各阶层人员混杂, 其间难免存在安

全隐患。一些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往往趁此机会浑水摸鱼,

大行其道, 给老百姓的精神和财产都造成了很大损失。现

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应该说对于庙会活动的有力整

治已经成了当前迫切而紧要的问题。遗憾的是, 现在各级

地方政府尚缺乏科学化、规范化的庙会安全保障体系, 各

地庙会秩序往往流于无序。

4、引进竞争机制, 确保庙会各有特色

各地庙会要积极引进竞争机制, 注重打造核心竞争力,

实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和成

熟, 适应市场竞争必然是各地庙会的本质要求。那么各地

庙会如何来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只有打造庙会特色活

动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曹娥江流域庙会要各有特色,

不能雷同。由于地区性客观的原因, 不少地区庙会从形式

到内容都比较类似, 政府部门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并进行

资源整合,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5、庙会活动以民间力量为主, 回归草根本色

各地区庙会活动应以民间力量为主, 政府干预要适当,

应尽量回归庙会草根本色。现在一些大型的曹娥江流域庙

会活动, 从布置到宣传, 全程往往都由地方政府策划, 政

府干预过多反而使庙会少了很多草根味道, 有点不伦不类

了。作为政府应大胆放手, 积极让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同

时注意回归庙会传统的淳朴气息, 现代化的东西不要粉饰

太多, 这样才能让现在的庙会多点原汁原味的美感。

6、注意在青年人中做好庙会文化的传承宣传

我们应该在青年人中加大庙会文化传承的宣传力度,

让青年人接受并喜爱庙会, 让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青年人激进、个性强, 追求社会上新鲜而时髦的东西, 对

于庙会青年人往往缺乏激情和兴趣, 从而接受并欣赏庙会

文化的能力也较弱。要进一步宏扬曹娥江流域庙会文化,

就需要加强庙会文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影响力, 这需要地

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多方努力。

注   释:

¹ 李秋香. 庙会文化研究论略. 松辽学刊. [ J] 2002.

2: 71

º浙江在线: 曹娥江流域是中国成熟瓷器诞生地

[ 2005- 1- 7] http: / / zjnews. zjol. com. cn/

»朱丽娟, 唐乐平. 当代浙江风俗文化变迁点状透视

. [ M ] 北京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152

¼ 王伯然, 黄杰, 刘玉静. 从实然庙会到应然庙会 .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J] 2010. 3 : 73

½ 高有鹏, 孟芳. 简论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特

征. 河南师范大学学 报. [ J] 1995. 6 : 110

¾ 曹娥江论坛: 庙会 渐行渐远的风景 [ 2007- 9- 20]

http: / / w ww . cejbbs. com/

参考文献:

[ 1] 黄骏 5论走向现代经济社会的我国庙会文化6 未

来与发展 2010 年第 10 期

[ 2] 王建光 5张力与裂变: 地方性视野中的庙会文化

及其转型6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年第 3 期

[ 3] 刘铁梁 5作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6 民间文化

2001 年第 1 期

[ 4] 占祥 5论庙会文化6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 5] 杨庆 5中国社会中的宗教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6] 钟敬文 5民俗学概论6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 7] 郑振满 5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6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8] 荷学威 5经济民俗学6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

(上接第 30 页)

专家及学者的考察研究对象, 所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

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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