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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豫北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有着丰富多彩的庙会文化，自形

成以来，就扎根中原文化的沃土，从城市到农村，最后汇入到基层的市集中去，

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至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为广

大民众所喜爱。豫北庙会文化种类繁多，包括新乡百泉庙会、濮阳县瑕丘舜帝故

里庙会、滑县道口火神庙会和浚县正月古庙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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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作为传统的庙会文化该如何进行现代的转型？豫北地区

丰富的庙会文化该如何进行开发？笔者作为河南师范大学第一届研究生科研创

新资助项目的成员，在广泛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有以下几方面的想法和建议，借此

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1111、突出豫北的地方文化特色

豫北庙会文化作为豫北文化的重要组织内容，是承载豫北文化的载体，从这

些独特的庙会中，我们可以对豫北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饮食文化以及当地的民

风民俗窥探一二。因此，当我们在开发豫北地区的庙会文化时，必须坚持突出豫

北地区的特色，不能同质化。在举办庙会的过程中，豫北地区不仅注重继承和发

扬历史传统，保持自己的区域特性，而且与时俱进，充分吸收历史、现代以及国

内外的先进文化，通过国内外节庆活动的彼此移植嫁接，取长补短中外融汇，使

豫北地区庙会文化节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年年都有新内容，实现了品牌叠加的聚

焦效应。

2222、坚持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一般来说，文化产品主要属于精神产品，它的使用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其对人

们的教育、启迪、引导、娱乐作用上，因此，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不存在没有内

容的文化产品，即便是我们常讲的原创作品，文化创意等，也因为创作者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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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的种种影响和熏染，离开了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的支持，我们文化产业的

内容可能是一片空白，或者极其原始，根本谈不上文化产业的规模化生产。我们

在开发豫北庙会文化的时候应该坚持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发展，也要持

续，才能长久。防止盲目开发的重要环节，是要对开发的文化产业项目进行科学

的论证和合理的规划。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是功在千秋、利在万代、意义深远的高

尚事业，也是高文化、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系统工程。各个不同的文化资源

项目都存在着内容、形式、风格、功能、所处环境、所在地域、开发成本等许多

因素的不同，因此在开发中就必须要坚持进行科学论证的原则。

3333、加强政府的扶持和投入

政府在庙会中要发挥好主导协调作用。政府要把庙会当作文化产业来对待，

对庙会中的烧香拜佛现象不要简单地当作封建迷信看待，虽然庙会中有一些封建

迷信，但不是主流，庙会的主流依然是积极向上，否则也不会流传千余年，作为

政府来说应加强对庙会的正确引导。总之庙会虽有民间自发的性质，但政府的作

用很重要，引导其始终向积极良性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参与和管理是庙会继续兴

盛的关键。

4444、打造优良健康的庙会发展载体

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滞后，不利于豫北庙会文化资源的开发，也造成不

必要的麻烦。当地政府应大力度建设与庙会文化相关的景点开发相配套的水、电、

路、讯等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其休闲观光、娱乐服务的功能，致使旅游的吃、住、

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服务设施健全完善。

5555、将一些项目列为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虽然现在无论国家还是民间都对民俗文化越来越重视，将一些项目列为非物

质文化保护遗产，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和抢救工作。但保护的主体还是在

民间，要依靠人民大众。在豫北地区，就全民而言，对民俗文化的保护理念还并

没有普及，而且民众中还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不同的现象。虽然人们的保护意识有

所增强，但也仅是相对于几项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的项目。而且在保

护过程中，也仅是从表面上遵循其固有的程序，没有去追溯其历史与发展，也没

有深刻体验其内涵。对其与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精神的培育，对其

在历史、政治、经济、道德、教育、艺术、文化等等方面的价值，在民间百姓与



社会上尚未确立。这样就造成了在保护的过程中，有依个人爱好追求流行的现象。

比如 2009 年豫北浚县古庙会社火中的盘鼓表演，中心演员手持令旗在一大鼓上

舞蹈，将中国传统的武术、扇子舞与西方的肚皮舞揉和在了一起，而鼓下是众多

演员用盘鼓与铙镲等表演古战场争战的壮观场面。这本是一个亮点，但却有一败

笔，就是中心演员穿的是西方肚皮舞的服饰。她并没有意识到，她不仅仅是在表

演社火，更是对一种文化的继承与诠释，她要向观众展现的不仅仅是美的形象，

更重要是一种中国与传统的韵味，在每一处每一细节都要能让观者找到回归传统

的感觉。

6666、豫北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与整个中原经济区战略的相结合

中原经济区（CPER）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全国主体功能区明确的重点开发区

域，范围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理位置重要、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

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011年国庆前夕，建设中原经

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 11月，国务院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建设中

原经济区拥有了纲领性文件。经济区范围包括河南 18个地市及山东、安徽、河

北、山西 12个地市 3个县区，总面积 28.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5亿人。中原

经济区面积及人口居全国第一位，经济总量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京

津冀”，列全国第四位。在考虑豫北地区文化资源开发的时候，必须从大局着眼，

从整个中原经济区战略出发，为中部的崛起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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