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实证调研

（一）居民调研

1.基本信息。居民调研累计发放 237份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 190份。统计显示，从性别分布看，

男性和女性居民分别占比 54.2%和 45.8%；从年龄

结构来看，以 46～55岁和 56岁以上中老年居民为

主，累计占65.3%，中老年居民是苏州评弹关注核

心群体；从学历来看，以高中（中专）文化程度

为主，占比63.7%；受年龄结构的影响，职业分布

以自由职业者和其他（退休）为主。

2.传承情况。苏州评弹传承和开发问题参考欧

阳正宇的研究。苏州评弹传承情况调研包含三个

问题：传承基本情况；喜欢苏州评弹的理由；苏州

评弹理想的传承方式。 苏州评弹传承基本情况统

计显示，189位居民对苏州评弹“了解”或“非常

了解”，这符合苏州评弹作为江南曲艺代表的事

实。同样，对“您对苏州评弹的喜欢程度”“您对

苏州评弹的掌握程度”的调研结果也相对理想，

“喜欢或非常喜欢”“擅长或非常擅长”分别占

74.2%和 51.1%。然而，“您对苏州评弹的传承情

况”调研结果令人失望，“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居

民仅有 38.42%。部分居民表示，这些年政府做了

很多的努力，但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是很喜欢苏州评

弹，懂的人越来越少。以上数据显示，平江路居民

对苏州评弹的民间传承情况并不十分满意。事实

上，苏州评弹不仅旋律优美（52.5%），可以缓解

居民生活压力（41.7%），更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

的民间艺术（69.1%）。相对于政府保护，77.9%的

受访居民坦言，民间传承应该是苏州评弹最好的传

承方式。

3.开发情况。苏州评弹开发情况调研包含三方

面内容：①旅游开发的态度；②政府期望；③个

人参与意愿。85.79%的居民对苏州评弹旅游开发

持积极态度（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认为苏州评

弹丰富了本地的旅游产品（66.84%），旅游增加了

苏州评弹修复和保护的机会（60.53%）。政府在苏

州评弹传承开发中起重要作用，74.74%的居民对

“政府重视苏州评弹保护，制定相关保护措施”持

积极态度。多数居民参与苏州评弹的传承与保护

意愿比较积极。以上数据表明，平江路居民对苏

州评弹的旅游开发持乐观态度，他们愿意参与到

苏州评弹传承与开发进程之中。

（二）游客调研

1.基本信息。游客调研累计发放 280份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 24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88.92%。

数据统计显示，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和女性分别占

比 41.6%和 58.4%，可见女性是苏州评弹的重要市

场；从年龄结构来看，不同于居民调查，以中青年

旅游者为主，18～25岁、26～35岁和 36～45岁分

别占比19.3%、20.6%和28.9%，中青年旅游者是苏

州评弹关注主要群体；从学历来看，以本科文化程

度为主，占比 54.4%；职业分布则相对广泛，学

生、企业、事业单位或行政机关累计占比 75.6%；

去年全年旅游消费相对较高，24.1%和 34.9%的旅

游者选择“3千元至 6千元”和“6千元至 1.2万

元 ”； 了 解 苏 州 文 化 （56.3%） 和 度 假 休 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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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是来苏州旅游者的主要动机。

2.了解情况。59.3%的受访旅游者了解或非常

了解苏州评弹，这可能受到调查地点的影响。本次

调查在平江路展开，评弹欣赏是平江路茶楼的主要

活动。由此，多数旅游者可能现场聆听过苏州评

弹。近一半的旅游者是从旅游网站和微博、微信等

渠道了解苏州评弹，这揭示出苏州评弹在宣传营销

中主要依赖第三方，自身主动性不强，这与79.5%
的来苏州旅游者有兴趣参与评弹相关表演或展示活

动形成强烈反差，更多的宣传投入和体验活动应当

引起市场营销组织的关注。

3.体验情况。调查显示，旅游者对观看过的苏

州评弹的展示或表演满意程度一般，这可能与苏州

评弹单调的表演方式相关。“您参与苏州评弹旅游

活动主要的阻碍因素”一项调查显示，不了解

（41.7%）或产品参与性不强（38.2%）是两个核心

原因。受访旅游者认为，苏州评弹应加大宣传

（55.6%），在形式、内容上不断创新（51.3%）。与

此同时，景区应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受访游客

对景区休闲设施（24.1%）、卫生情况（22.6%）满

意度并不十分理想。

二、解决苏州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问题的

途径

（一）政策法律层面

1.健全法律法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准则，

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条款，

进一步细化《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出台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依

据地方保护工作出现的特殊性问题及时出台政策条

例，完善保护工作机制，在以苏州评弹为代表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基础上，形成代表性传承

人与各相关利益群体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非物

质文化遗产开发和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地进行。

2.明确利益群体法律关系。现实和理论中苏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益相关者存在利益共生和冲

突的事实。对此应通过以下途径来予以化解和管

理。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市场监管，进行

冲突调适。为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地方政府在

政策层面上应给予倾斜。对表演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应大力扶持，积极争取为其提供不同的展示

平台，如昆曲《牡丹亭》的巡演，不仅提升了苏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对于以实物为载体的

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识产权法》中的相关条款，在商标的注册、工艺

流程及外观设计的专利申报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不仅能起到保护项目原真性的作用，还能最大限度

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合法权益。

（2）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化解经济利益

分配的冲突。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相关群体的

关系，并以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形成

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以文件的形式予以公示，并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以此来化解因经济利益分

配不均而引发的冲突。

（3）建立便捷的信息查询系统，构筑顺畅的沟

通渠道，化解因误解和沟通交流不畅引起的矛盾。

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予以公示，并对相关非

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进行防伪认证，利用先进的网络

技术，建立网上信息查询系统，防止仿制品以假充

真，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进而影响地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形象和声誉。构筑以政府为后盾，民间协会

为主体的沟通渠道，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在旅游开发和保护过程中

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通过政府寻求解决良策，

从而化解因误解和沟通不畅所引起的矛盾。

（4）做好宣传教育，纠正不当观念，避免因角

色定位错误和错误立场发生冲突。应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教育引入基础教育的课堂，从娃娃抓起，从小

就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形成正确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观念，并加大媒体宣传力度，

针对意识的形成、观念的树立、地方自豪感的确立

等多维度进行宣传，从而避免因观念、角色定位或

立场等所引发的冲突。

（5）政府应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对各方难

以自我调节的冲突进行权威仲裁，以做到对苏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统一管理、有序发展和高

效保护。

（二）实际操作层面

调研显示，平江路居民对苏州评弹民间传承情

况并不满意。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类型丰富，

数量庞大，因此建议采取分类开发的手段。一方

面，对吴歌等社会知名度较低且已丧失生存环境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加大保护工作和宣传力度，

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与发展。主要以抢救性

保护为基础，保护部门、社会组织要对这些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数据采集、记录、整理、立档、

保存、研究、出版和建立名录，建设良好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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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保护信息环境，最大程度保留该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的现状，避免因人为原因造成的破坏性保

护。另一方面，对昆曲、苏州评弹、核雕、苏绣等

社会知名度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以生

产性保护为主，通过调查、规划、生产、流通、经

营、销售等手段，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回收

投入资本，产生经济效益，建立合理分享机制。努

力做好旅游提质增效工作，从而促使非物质文化遗

产回归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得到活态性保护，注重

可持续发展。

（三）舆论导向方面

游客调研显示，近一半的旅游者是从第三方媒

体信息渠道了解苏州评弹，可见苏州评弹宣传营销

自身主动性不强。有形遗产旅游在目的地营销、历

史场所中占有重要地位，目的地几乎完全依靠有形

遗产的建成环境来发展地方旅游产业经济，带动服

务产业的发展。相反，地方政府部门、市场管理组

织却时常忽略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优势。

对地方品牌或目的地品牌必须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宣传力度，针对特定市场和目标群体采取行动。

为此，依据调研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和服务，在确

保长期可行性和访问量的基础上宣传、推广营销目

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力建构和推广时尚与传统

兼具的目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象。

2.实施长期的目标，强调社区参与，增强其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自豪感，并且将其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一部分进行宣传，作为巩固

目的地正面形象的重要手段。

3.注重伙伴关系的营销，积极与商务伙伴整合

营销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协调服务质量、基础设

施、产品组合和扶持政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资源转化为资本，提高效率和公平。

（四）协作共赢方面

1.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有效整合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行为。伴

随旅游业的发展，应科学、超前地规划文化遗产地

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发展的前提是整体性保护和生

产性保护相结合，应当在保护的基础上明确哪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进行旅游开发的部分，在开发

中注意避免产生各类问题，防患于未然，定期跟踪

调研开发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时提出措施，将负面

影响降到最小。同时，综合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利

益和要求，多方参与规划，避免盲目开发、过度利

用和破坏性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问题。

2.塑造旅游品牌，构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

游产品组合。建议设立专门的旅游品牌建设和监督

机构，采取不定期、多方联合检查的方式，对旅游

产品和营销机构、市场集团和个人经营进行突击有

效的检查，实施多方监督，清除旅游市场中质次价

高、旅游者重复投诉的不良产品，消除对旅游者的

误导，减轻负面事件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不良影

响，树立信誉良好、知名度广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形

象，获取超额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3.不断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新局面，

满足旅游发展求新求异的需求。建议组织专业团

队，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和旅游营销市场机构合

作，遵循遗产地发展规律和旅游市场特点，不断推

陈出新，保持苏州古城旅游的旺盛活力。

三、苏州无形文化遗产向有形旅游资源转化的

途径

（一）收集影像资料，收藏实物载体

无形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本特征之一。苏州

评弹文化虽然依赖具体形态的物质载体，但其审美

价值、根本属性和精神价值并非只能依赖物质形态

向公众展示。影像资料的收集和实物载体的收藏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至关重要。苏州目前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需求尤为迫切，全市第一次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图片、录

音、录像等各种多媒体资源，具有难以估量的社会

和经济价值。随着发掘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

数量的持续不断增长，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

化保护进程势在必行。应该建立忠实记录各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料的数据库，数字化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品。这不是简单的数码拍照、录音录像

文字记录，而是在利用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上

建立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记忆库，完整记录，

再次查看时可以最为本真生动地还原出来。如此，

一是可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二是对于那

些已丧失生存环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完整

的“封冻”，便于日后遗产的复原与开发利用；三

是便于研究者查找数据资料，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理论研究工作；四是为学校实施地方传统文化

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展示传统技艺

政府主导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是

其有效保护方式之一，组织传统技艺生产性保护展

示活动能有效保护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从

而推动地方文化繁荣，打造城市主题文化。苏州拥

有丰富的传授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

·· 43



遗产保护扶持政策、资金支持、长效管理机制，可

以为传统技艺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更有力度的扶持。

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静态”展示与

“动态”展演、物质展览与商品销售、主体展示与

群众互动的结合，有助于在本区域及其周边区域形

成较高的社会声誉。具体来说，传统技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展示一是以博物馆、展览厅等静态展示

方式为主，借助 3D等新媒体传播方式使游客体验

传统技艺的美感；二是在展示区域内设计一些灵

活、生动的体验活动环节，鼓励游客参与雕刻、刺

绣等传统技艺制作活动，从工具到成品，既可展示

又可销售；三是借助各类展览活动推广传统技艺，

开展具有鲜明地方风格和特色的文化展示活动；四

是重视与传播力较强的影视、娱乐节目合作，持续

扩大传统技艺的社会知名度，促进文化产业的繁

荣，以此不断扩大传统技艺的受众群体。

（三）表演传统曲艺

表演是传统曲艺最直接的传播方法。重新解读

和演绎是传统曲艺传承的必经历程，应借助创意手

段挖掘其新价值和现代意义，赋予其当代审美情

趣，在解读和演绎中丰富、补充和完善传统艺术精

髓，要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昆曲和评弹

是苏州传统曲艺的对外名片，苏州要借助昆曲和评

弹的知名度普及和宣传传统音乐和舞蹈，并通过创

新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念与演奏环境。苏州

传统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可通过三种途径实

现：一是参与综合活动；二是举办专场演出；三是

参与海外举办的音乐节、艺术节。具体来说，组织

专门演出团体，支持各团体开展不同内容和形式的

文化活动，让小桥流水人家的民间曲艺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得到空间充足、氛围良好的展示物理空

间。依托新媒体手段布置模拟生产场景，通过表演

者现场表演和适时邀请观赏者互动等操作方式，向

公众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过程的美妙，引起参

观者共同守护精神家园的共鸣，积极开拓演艺市

场。例如苏州书香世家平江府酒店是一家文化主题

酒店，每天下午安排古乐、评弹、昆曲、茶道、香

道等表演，使传统文化与现代舞、油画、装置艺术

碰撞出火花。

（四）再现传统节庆礼仪和风俗

传统节庆礼仪、风俗的再现是融合各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传播、

弘扬工作向纵深推进的重要途径。围绕传统节日、

传统节庆礼仪和风俗的时间和主题，或结合一年一

度的“文化遗产日”开展活动，是民俗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传播最有效的形式。苏州可举办民俗

文化旅游体验周活动，将传统民俗传承与现代营销

创新结合，从吃、看、玩、穿、游五大方面宣传老

苏州民俗文化，焕发苏州民俗节庆活动新的生机活

力。

（五）开发旅游纪念品

传统手工艺品的旅游纪念品开发是一种结合艺

术和技术的生产方式，它将制作对象情感化，将思

想和感情倾注于纪念品中，因此传统手工艺品的旅

游纪念品以个性化的、特有的色彩、线条、图案等

显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可制作纯手工制作的

传统手工艺品，也可利用先进设备批量生产具有地

方元素的旅游纪念品，如木雕、刺绣、水乡服饰商

品等，以满足外来游客不同层次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贾鸿雁, 徐红. 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研究

——基于RMP的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3, 29(1):102-105.

[2]孙九霞. 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J]. 旅游学刊,

2010,25(5):10-11.

[3]王鹤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分析[N]. 中国文化报,

2008-7-16

[4]赵悦,石美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三大矛盾探析

[J]. 旅游学刊, 2013, 28(9): 84-93.

[5]阳国亮,邓莹.旅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作用[J].旅游

论坛,2012,(5) :5-98.

（责任编辑：杨艳军）

··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