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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作为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竞相利用的文化资源，在开发中存在着形式单一、脱离生

活等问题，限制了其多元价值的释放。漫瀚调非遗音乐承载着上百年来的蒙汉两族交流与融合，探讨漫

瀚调的保护、传承和旅游活化等问题意义重大。文章意在明晰文化记忆下漫瀚调的发展现状，并针对现

状问题提出旅游活化路径。研究发现：漫瀚调非遗旅游活化路径可以通过大型实景演艺开发、开发旅游

节庆活动和发展非遗旅游体验项目进行旅游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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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cultural resource to be utilized in th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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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has problems of single form and detachment from life, which limit the 
release of its multiple values. Manhan Dia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ic carries the commu-
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Mongolia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for hundreds of years, so it 
is significant to discuss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tourism revitalization of Manhan Diao.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nhan Diao under cultural memory 
and propose a tourism revitalization path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ourism re-
vitalization path of Manhan Diao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large-scale live performance, devel-
opment of tourism festivals and tourism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on-heritage 
tourism experienc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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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

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1]。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2]，它的传

承发展对繁荣乡村文化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准格尔旗漫瀚调音乐是当地居民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是其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准格尔旗传统的公共文化产品，是蒙汉两族长期生活共同创造的

文化财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不仅是身份认同和传承文脉的起点和落

脚点。文化是国家自信的来源和底气，是每个地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根本标识。记忆最基本功能是存储，

而记忆的核心作用是再现，对于某一地方而言，通过保存世代相传的记忆可以达到文化身份认同的目的，

同时在时空上提供一种共享过去、明晰现在、展望未来的全局意识。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

在此意义上，它是由某地的多数人共享并向这些人传达的一种集体的，也就是文化的身份认同。 
漫瀚调民歌是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非遗注重保护和发展，首先是保

护，才有旅游活化发展。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对延续“非遗”的生命活力、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具有

积极的意义。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旅游资本的重视，在与旅游发展融合的基础上不断推出相关

体验项目。其旅游活化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但目前对漫瀚调非遗的旅游活化利用方面研究甚少。以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漫瀚调为例，分析其遗产保护及旅游活化路径，以期在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为漫瀚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化利用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2. 文献综述 

2.1. 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 

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学生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首次赋予“记忆”概念科学内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促成了记忆研究由个体生物学向社会学领域转向。

他提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而个体思想将置身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能够进

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Luckmann 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首次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

念[4]，从文化学视角下探讨了记忆的历时性延续，记忆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记忆是能够使人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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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身份认同的一种能力，人类自我是一种通过“时间之物”而建立的“历时性的身份认同”。哈布瓦赫

关于记忆的系统化研究，使个人的记忆研究由个人到集体的转变，但是他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形成记忆

的社会基础上，而强调了社会对记忆的结构，存在着群体联系而忽视了历史的延续[5]。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丰富本土化的体验并达到身份认同的目的[6]。一些过去语义集体记忆通

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和日常交流(复述、实践、纪念活动)在代际间传递，集体记忆的传递伴

随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个体通过在社会中不断确认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自觉地将身份归属于群体，

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对自身所归属群体过去发生过什么的经验性知识，高度联结的或稀疏联结的集群网

络成员通过不同的形式传递。对于漫瀚调非遗传承人的集体记忆研究，目前在记忆理论和非遗研究中属

于研究空白，亟待深入研究。正是在文化记忆的作用下，集体成员才能够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进行准确的

定位，建立文化的归属感，形成文化认同。 

2.2. 文化符号学 

现代符号学诞生在 19 世纪，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的科学。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是：能够被用来

在某方面代表其他的任何物象(Echtner, 1999)。可见符号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凡是人类所承认的一

切有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被视为符号。文化是一种以符号代代传递下来的一种意义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

传统的继承观念[7]。透过文化的象征系统，人们可以彼此交流、延续、延续、发展对生活的认识和对待

生活的态度。文化符号学是将符号学的理论应用于文化现象的分析，从符号的视角更好地理解文化的产

生与变迁[8]。每个符号体系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记忆与文化标志，在这个符号圈内，各个符号体系可以相

互对话、交流、融合，正是这种独特的符号体系，才能让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9]。 

2.3.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旅游活化 

国外学者对非遗研究起步较早，最早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非遗的概念、保护、截至评定和旅游开发等

方面。学界主要在民间音乐类非遗理论探讨与建构研究，民间音乐类非遗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等三

方面展开较深入的研究。与国外非遗研究相比，我国对非遗的研究开展较晚。国内学术界主要研究非遗

的可持续发展、传承、创新及地方实践。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刘承华对其保护的基本概念进行

整理和概述，认识应该考虑如何在保护音乐文化本真性的基础上，使民间音乐非遗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1989 年，乌丙安首次提出了“民间文化”的概念，正是由于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启动，才标志着非遗保

护工作正式拉开帷幕[10]，此时非遗保护处于萌芽期。处于探索期的遗产保护时期主要集中在非遗概念内

涵界定和反思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认知的提高，非遗的内涵也在得以完善。2005 年至 2015 年进

入发展时期，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数字化保护和经验性研究。2016 年以来是非遗保护的总体深化期，

国内外学者不断总结经验，吸收新方法对非遗保护进行跨领域和跨学科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国外非遗研

究涉及的学科中，环境研究和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占据了重要地位，非遗纳入了文化生态服务系统和

文化景观的评估体系中，非遗数字化保护领域已经趋向完整[11]。 
“活化”一词最早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化学领域。人文社科早有借鉴自然科学的传统，“活

化”概念最早被引入“遗产活化”领域[12]。旅游活化是呈现文化景观、促进原真性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最

佳活化方式，是对旅游资源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等内涵的深化和拓展[13]。在非遗旅游活化利用方面，国外

主要侧重于非遗保护的研究，对旅游活化利用方面研究较少，相反在国内对旅游活化利用有较成熟的研

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对于非遗旅游活化利用的研究包括有非遗保护和活化利用关系的研究以及非

遗活化利用模式研究等[14]。对无形文化遗产或重要事件，活化是一个有形化、可视化重现的过程。非遗

与旅游的碰撞，是一种有效的活态传承，合理的旅游开发能保护非遗的活态性，同时也有助于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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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提升。许多国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旅游开发的范畴，如韩国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

戏，意大利傀儡戏木偶等都成为当地最著名的旅游产品[15]。 

3. 研究区概况 

3.1. 历史地理概况 

准格尔旗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并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最早可追溯到明

末清初的“走西口”。在清末移民的历史大背景下，蒙汉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并融合在一起，以此产生出

漫瀚调。漫瀚调是蒙古族和汉族群众艺术的结晶，象征着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准格尔旗当

地目前以广袤黄河峡谷风景为底色，浓厚黄色文化为依托，当地歌种“漫瀚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

品牌，打造黄河峡谷休闲度假型旅游目的地。准格尔旗位于黄河几字弯流域，是传统的黄河文化旅游地。 

3.2. 社会变迁因素影响下的漫瀚调 

由于清末借地养民政策，大部分汉族人民开始转移到准旗长期定居。准格尔旗基本上没有单纯的蒙

古族聚居地区，大部分村落都变成了两族民众混居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强化两族文化的交往融合。

汉族民间艺人依照本地区的传统短调再次填词边写，自然而然地将汉族文化融合在里面，漫瀚调油然而

生。随着漫瀚调的传播，它的歌曲风格也到了大部分蒙古族群众和汉族群众的认可，所以在当地展开大

范围的传播。在漫瀚调的历史发展中，主要来自于社会的变迁。漫瀚调与鄂尔多斯短调歌曲与晋陕地区

的爬山调、信天游以及二人台等民间音乐艺术元素相结合。如今的漫瀚调已然成为准格尔旗当地居民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润，更离不开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环境。漫瀚调是

准格尔旗当地社会文化的缩影，更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4. 漫瀚调非遗保护现状 

4.1. 政府大力支持 

2005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要积极推进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扶持

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1 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22 年，

准格尔旗召开《促进漫瀚调保护传承发展工作方案》座谈会，表示要契合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时代主题，坚持守正创新和融合发展，坚持多元协同发展。 
准格尔旗文旅局分别在布尔陶亥苏木、薛家湾镇、沙圪堵镇、准格尔召镇、迎泽街道、兴隆街道挂

牌成立了 6 个漫瀚调传习所，进一步增强了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瀚调的保护和传承。漫瀚调传习

所的成立，为漫瀚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传承、创新、发展漫瀚调艺术，弘扬民族优秀文

化，打造民族特色文化品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地区文化生态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准格尔旗乌兰牧骑演出团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瀚调”的传承单位，不仅担负着对当地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普及和传承推广的责任，而且收集和整理了许多民间老艺人演唱漫瀚调歌曲的影视资料。

将文化资源编纂成书，在文艺演出中将原汁原味的漫瀚调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 

4.2.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从诞生至今，漫瀚调一直在准格尔旗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研究

准格尔的历史，可将漫瀚调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随着社会发展，漫瀚调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使其传

承出现了严重断层。目前，对漫瀚调的认识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需要进一步加强整理、研究、保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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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准格尔旗当地博物馆旅游资源，通过文物史料陈列和漫瀚调所用乐器以及声音等方式展示漫瀚

调文化，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记忆场所，扮演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见

证和记录的角色。参观博物馆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含有天然表演性质的”文化展演，因为它经由参观者

通过符号、文本以及物件的重新构建而发生的想象和参与等感知体验。 

4.3. 漫瀚调舞台化发展 

随着旅游业艺术经纪发展项目和“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大量的传统民间“非遗”音乐也

在跟随新形势，由非舞台化表演形式向舞台化表演形式转换发展。当前漫瀚调民族音乐表演领域呈现出

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漫瀚调在原生民间音乐的日常空间表演层面，第二种在今天一些兼含传统音乐

和流行音乐趋向的表演“组合”的民族音乐舞台表演中进行舞台化展演。漫瀚调民歌逐渐发展成新的形

式，比如二人台、漫瀚剧、漫瀚调电影等，活跃在国家和自治区的各级舞台上。发源于准格尔旗，由于

不断的传播便流行于包头、土默特等炎黄流域一带。在准格尔旗当地，有漫瀚调艺术节，于 1997 年 8 月

举办了首届内蒙古准格尔旗漫瀚调艺术节，每三年一届至今已举办了九届漫瀚调艺术节。 

5. 漫瀚调非遗旅游活化路径 

5.1. 大型实景演艺开发 

大型实景演艺即文化遗产旅游的建构主义模式活化。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走保护、传承、发展的

路线，深度挖掘漫瀚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将文化融入旅游产业成为核心诉求，以此打造当地

文化遗产旅游品牌。契合国家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打造当地文化品牌和产业品牌。随着

时代的变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进化，漫瀚调的展演形式也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文化为核，创意为壳，

以大众为根基，弘扬和发展漫瀚调非遗。可以依托民俗节事活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活动，依托实

景舞台剧进行旅游展演活动。将实景舞台剧看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的形式，以表演艺术为支撑，以

原生态的形式更生动的展现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地方特色来吸引旅游者。大型实景舞台剧一般依托高质量

的风景名胜区，以某一核心文化为主题，通过宣传成为旅游景区最吸引人的新型旅游产品。内蒙古黄河

大峡谷景区位于准格尔旗，是漫瀚调发展实景舞台剧的绝佳场地。 

5.2. 开发旅游节庆活动 

体验经济时代，人们更加注重体验的质量。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漫瀚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之

想当高的站位。当前背景下，文旅融合运作模式具体表现为文化旅游圈融合运作模式、项目开发融合运

营模式、文化旅游节庆与会展推广模式、文化旅游产品创新吸引模式。漫瀚调旅游节庆活动可以选择气

氛热烈、游客可参与性强并且可以充分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节庆、习俗、歌舞和戏曲等进行开发。积极

培育准格尔旗乡村文化旅游节、那达慕大会、漫瀚调艺术节等节庆活动品牌，将“旅游+”发展贯穿文化

旅游节始终。针对漫瀚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表演，可以为其组织专业的民间传统艺术表演队伍，定期

在旅游地和旅游景区进行表演，比如传统的艺术表演晚会、小规模的演唱会等。文化旅游节庆作为文旅

产业的重要内容，要紧紧依托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和文化积淀。 

5.3. 发展非遗旅游体验项目 

充分利用非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非遗文化旅游。规划设计推出一批非遗学习和旅游体验路线，引

导旅游者在非遗旅游中感知蒙汉两族的优秀传统民歌音乐。同时，推动休闲生活与非遗融合发展，培育

符合现代人需求的非遗文化。就漫瀚调音乐而言，通过发展旅游业，把漫瀚调音乐作为相关旅游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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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或者一个独立旅游“产品”，带动人们对漫瀚调民歌的认知和关注。在旅游景区充分利用新媒体

平台，为漫瀚调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搭建传播展示平台，从而将传承人推到广大社会观众的前

面，让更多的旅游者接触、认识并喜欢上民歌。结合其他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新媒体整体性传播，

漫瀚调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民间舞蹈、民俗文化、民间故事和歌谣密切相关。在新媒体发展如

火如荼的当下，保护和传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和相关民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6. 结语 

“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这是文化旅游融合的核心理念。漫瀚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开

发的重点方向，能对当地旅游行业发展提供极大助力。漫瀚调的旅游活态发展首先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

的传播和弘扬，让广大民众了解并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是民族文化与其特定表

现符号的结合，民族旅游产品多以展示、表演等形式为主，属于一种文化符号。漫瀚调作为诞生于蒙汉

杂居区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文化建构。其次，能够有效拓展旅游项目渠道，体现出旅游

项目的文化性和地域特色性，为当地旅游行业以及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旅游活化发展存在密不可分并相互促进的关系。最后，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多元化培养，

注重多种形式的人才管理，比如传唱精英培养、表演人才培养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当需要凝聚多方的力量和智慧合理开发和正确布

局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漫瀚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从传统中走出创新，从娱乐中走出科普，从

体验中走出传承，从本土中走出传承。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对漫瀚调非遗文化与旅游结合现状认识不够深

入和具体，结论依据文献及访谈文本结果分析而来，因此不能完全保证客观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尝试

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田野观察，再加入新的研究方法使得研究更加科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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