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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色文化旅游产业转型之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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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消费市场的需求，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树立创新意识，首先是

文化理念创新，以符合当下科技社会的发展水平；其次，深厚的文化内涵要通过创新表现手段形

式展示，以适应当代消费者的审美要求。将地区特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品创新开发有机结合，使

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等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延续，同时创造商机吸引游客，实现

文化保护和产业开发的双赢，不断探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整合过程中旅游经济与地域文化的

互融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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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泰伯庙会的意义和价值

(一)无锡泰伯文化的历史渊源

无锡泰伯文化源于三千多年前，中原西周王的长子泰伯为

顾全大局放弃王位来到吴楚荒蛮之地，也将比较发达的中原文

化带来吴地，发展了以无锡梅村为核心的辐射周边地区的吴文

化。泰伯被孔子称为“至德”，在《史记》中位列“第一世家”，

东汉桓帝为其建墓立庙。泰伯的谦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吴地

礼乐之邦的内在基因代代相传，每年正月初九吴氏宗亲、至德

后裔会来到“江南第一古镇”梅村归宗祭祖，形成了闻名于世

的泰伯庙会。

(二)传统庙会民俗活动在当下的发展现状

庙会作为一种社会风俗活动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

因，伴随着汉族民间宗教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由于

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由早期宗教祭祀活动逐渐

融入集市交易活动和娱乐性活动，过年逛庙会也成了人们不可

缺少的节日活动。

为了纪念泰伯造福江南的业绩，人们在无锡梅里设泰伯庙

会，乡间流传“正月初九拜泰伯，稻谷多收一二百”的民谣，人

们怀着虔敬的心情，祈望得到泰伯的庇护。2003年梅村举办了

“泰伯经贸文化节”，以泰伯庙会为纽带，增加了经贸文化节开

幕式、经贸洽谈会、高新产品成果展、经贸文化节文艺晚会、海

外宗亲亲情联络等内容。至2009年持续七年间，通过泰伯经贸

文化节的搭台，“泰伯庙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提升。从2010

年开始，梅村改变了持续多年的“以文兴商”主题，添加文化

元素将原“泰伯经贸文化节”更名为“泰伯文化节”。文化节活

动以“泰伯庙会”为核心，主打传统文化，新增民俗巡游、灯

谜会等吴地文化气息浓厚的活动，举办了街道年度发展成果展、

新春电影周等文化活动，倡导传统文化和地方习俗的回归与重

振。2010年以来，以“泰伯庙会”为核心的泰伯文化节立足传

承至德精神、展示吴地文化、推介梅里古都、提升梅村形象的

追求，坚持以民为本，注重扩大参与面，突出市民与活动的互

动性。

(三)泰伯庙会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在2009年，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节奏，进一步展示吴地文化

精髓，弘扬泰伯精神内涵，梅村启动“梅里古都”保护性修复

工程。梅里古都位于梅村中心地带，以泰伯庙为核心辐射周边。

因为泰伯庙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也是梅里古都的核心地标，

围绕“古都”概念，整个景区以泰伯庙为中心，对泰伯庙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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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有风貌，进行保护性修缮，通过对泰伯庙纵轴线的强化，布

置至德广场、吴氏宗祠。根据不同功能需求和历史文化特色，梅

里古都将全区分为八个不同的综合功能区：泰伯古庙区、梅里

美食区、至德会馆区、梅里古镇区、梅里休闲区、梅里风情区、

伯渎游览区、梅里居住区。这样的发展格局，为区域内进一步

的经济开发准备了充分条件和支持。

二。由传统庙会向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

(一)创建特色旅游文化产业的意义

文化古镇开发以特定的文化资源为依托，在其产业化过程

中必将对原有文化和已有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区

域旅游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消费品市场面

向了更为广泛的消费者，从而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

创建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必将进一步传承与弘扬吴文化，

以文化旅游创新产品的形式展现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再开发利

用，既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能使文化精髓得到保

护和发展，进而促进吴地文化的融合与变迁。历史文化遗产

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文化变迁与涵化的结果，以当代最流

行的文化旅游产品丽江古镇酒吧街为例，就是云南地方特色

文化和西方酒吧文化涵化的产物，旅游产品创新开发促进文

化创新发展。

文化旅游业开发必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以文化的独特魅

力激发当地的潜在经济发展力。旅游产业是一个关联性很高的

行业，由文化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不仅能带动物质生产部门

的发展，也能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只有具备了相对的物

质条件才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文化消费

是最终端消费和综合性消费，文化旅游业的消费可以激发带动

相关产业。例如为运输部门铁路、民航、公路、水路和餐饮部

门如宾馆住宿、餐厅服务行业输送大量客源，对文化娱乐产业、

商品零售业等都有巨大关联和贡献。

当然，在文化产业开发中既要充分利用地方特色文化，又

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通过创新开发、创意打造，使地方特色

文化资源得到合理保护与发展。

(二)文化旅游产业的品牌化建设

在当下商品同质化现象El趋严重的形势下，文化旅游产业

的开发应以鲜明特色为原则，只有那些独具地方特色的有个性

的文化资源才具有潜在开发价值，以优良品质为内涵，以人文

精神为本质，突出文化产品、旅游场景的环境背景。文化的地

区性特色要求旅游产品开发紧扣景区文脉来突出主题，泰伯庙

会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色，全力打造地方品牌，建

设鲜明地方特色与浓郁本土文化气息的品牌形象，对进一步发

展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具有独特优势。品牌化就是将特色旅游文

化产品进行市场定位，通过产品质量、性能、技术、装备和服

务等价值体现产品或企业内在理念。旅游产品具有不可移动、

就地消费的特点，消费者必须亲自前往才能完成，哪怕是规模

不大的景点，只是一棵树、一座桥、一段河流、一个碑文，只

要有特色和知名度，消费者亲临过后就会留下印象，并记住它。

以特色为基点，依托“泰伯庙会⋯‘吴文化节”等鲜明地方特色

优势，可以从建设“梅里故都、吴地传人、泰伯庙会”的品牌

项目入手。品牌是有灵魂、有个性、有环境特征的，也是有生

命力的，～旦形成品牌可以促进产品改良，形成一个完整的商

业体系，便于消费者辨别和选购商品，维护消费者利益，使之

放心购买。品牌化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是一种互利双赢的模

式，品牌无国籍，可以跨地区跨国家传播，着力打造地区民俗

文化品牌和文化旅游品牌，推动和实现品牌化效应，进一步可

开创传统文化国际化发展道路。

(三)规范旅游文化产业的管理

文化旅游资源大多为不可再生资源，过渡商业化的旅游开

发势必会破坏地方特色文化的原真性和纯粹性，在商品同质化

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也存在产品类型、制作手段、制作流程、传

递信息大致相同的现象。鉴于开发中有可能破坏历史文化旅游

资源，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以保障文化资源的可持

续性发展，同时，有效规范市场秩序可使文化资源既能让当代

人开发享用，又能为后人传承借鉴。

三、开发地区特色的泰伯庙会文化旅游产业

(一)旅游产品开发：泰伯文创产品的可持续开发

文化是无形的，依托特定的文化符号化实现由无形的文化

旅游资源向有形的文化旅游产品的转化。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通

过文化商品化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一步，明确特色文化符号化。文化产品的开发以一定前

提下的历史文化为魂，依托可视可听可感的物质形态，将文化

内涵转化成特定的产品。文化的符号化具体表现为旅游标识

logo、特色纪念品、舞台艺术表演、服饰装饰物、特色风格建

筑等，如传统戏曲京剧脸谱、西安大雁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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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推行特色文化产品化。消费者有体验异地风情的

心理，对那些地方特色日用品、工艺品和土特产品更有兴趣。把

提炼出的文化符号经过产品设计、商业包装，形成具有时代感

的产品新面貌。无锡本土的民俗旅游商品主要有老字号的酱排

骨、油酥、油面筋、惠山泥人等，在梅里古镇可以继续开发符

合游客消费心理的特色民俗商品。消费文化旅游产品需要一定

的金钱，在文化商品化过程中文化的价值发生了转移，实现由

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移就是文化商品化过程。

第三步，特色产品商业化。文化产品通过品牌包装设计从

而打造成熟的旅游产品，通过及时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激发旅

游者潜在消费欲望，带来吃住、行游、购物、娱乐等方面的一

系列消费行为，也就是文化商业化过程。

(二)体验式综合开发：泰伯民俗文化创新体验活动

无锡当地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具有浓郁的吴地特色。体验式

文化活动可以从下列几种模式展开：

1．民俗艺术博物馆。民艺博物馆集中展示当地民俗，包括

无锡的风土人情、乡间礼俗习尚、传统岁时节令、民间手艺等。

泰伯目前已建有吴文化博物馆、二胡博物馆等，一方面可以进

一步完善现有博物馆的设施和展出内容，增加观赏性和参与

性；另一方面挖掘新的有吸引力的民俗资源，建立主题明确，具

有创新意义的民艺博物馆。

2．民俗文化街区。历史街区可以看作是“历史文化活化

石”，其有形的都市建筑和无形的民俗风情都是历史文化的遗留

和见证。参考无锡现有的民俗街区如古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南

下塘清名桥街区、惠山古镇、荡IZl古镇等模式，建立梅里古都

特色文化街区。这里的街区粉墙黛瓦、古典建筑鳞次栉比、花

草树木错落分布，并有小桥流水、亭台水榭等景致点缀，一边

听着潺潺流水声，一边品茗赏景。夜晚，水汽灯火氤氲中的街

区会显现出另一面的魅力，酒吧、KTV等场所皆可放松心情，

体验到与丽江古城类似的现代情调和感觉。

3．老字号传统美食。沿新华路为百年老店聚集区，王兴记、

三凤桥、蔡阿水羊肉、真正老陆稿荐等无锡本土老字号纷纷入

驻，还有来自上海、苏州等外埠的百年老店，汇集鲁、粤、川

等全国名点小吃，以美肴酒香诱惑附近的食客们蠢蠢欲动，纷

纷来到梅里古都解馋。随着知味胡同土家菜馆、德城大酒店、江

南人民公社等店的相继开张营业，穆桂英美食店、金龙凤大酒

店、一品吴越、外婆人家等品牌餐饮企业也陆续登陆，一个新

的核心商圈正在此逐渐形成，梅里古都日趋浓厚的商业氛围与

古都特有的吴地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4．节日欢庆集会。无锡地区的惠山庙会、花会、吴文化节

等活动一向接气地、有人气，是老百姓逢年过节喜闻乐见的吉

庆活动。旅游者无论观赏或参与当地节庆活动都可以最直接地

了解和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泰伯庙会的独特文化资源主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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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可以打造形成民俗旅游产品品牌，整合其他相关资源形成

一个展示无锡民俗文化的拳头产品。还有，传统体育竞技类活

动、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顺势开发为观赏类旅游产

品，串联到旅游产品的整体框架中。

当代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战略由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和旅游需

求的多样性决定，旅游活动涉及饮食、住宿、出行、游玩、购

物、娱乐等方面，对于旅游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整体环境，除了

旅游活动的相关服务，也涉及文物管理条例、农业林牧业基础

设施、建筑保护法令、交通运输往来、电信通讯设备、教育卫

生环境等行业和管理部门，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整体协作、

配合和支持。因此，围绕旅游者的核心利益而创设独特文化氛

围，提供与产品配套的设施和优质服务是文化旅游的前提。

四、结语

旅游产业能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旅游为文化交流和传播

提供平台，为开发文化资源提供载体，实现文化产业的市场化

和规模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从保护到开发再发展的良性循环，

促进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旅游与文化有机结合可以丰富文化

的内涵，提升文化的价值，焕发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

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对旅游产业具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文化通过辐射效应与渗透效应增强旅游文化内涵

和品位，品牌化战略可赋予旅游产品差异性，使旅游活动变得

丰富多彩，为旅游地注入新的活力而带给旅游者不一样的审美

体验，从而提升特色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密不可分，因彼此关联而共同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内容，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旅游的优势体现在市

场，而文化的优势则体现在内涵。旅游商品化与消费建立在文

化基础之上并以一定的文化方式进行，旅游活动中的各个环节

如生产流通、宣传营销、贸易交换、管理服务等都融入在社会

文化系统中。开发旅游产品为文化发展打开了一个巨大市场，

体现文化性则抓住了旅游产品的核心价值，在旅游产业与文化

产业的互动中有效地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结合，有利于提高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附加值，实现经济利益和文化发展的双

赢。因此，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

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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