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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民族旅游持续发展，在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现象逐渐产生

并与民族旅游持续深度融合。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作为民族文化商品化的一种新形式，其产生与民族旅

游的发展息息相关，故对其二者关系的研究对民族地区和民族旅游的全面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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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thnic tourism has been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ethnic culture, the phenomenon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 in different 
place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nd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with ethnic tourism. As a new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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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 in different 
plac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tourism, s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two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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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旅游业已经进入全域旅游发展阶段，加速了民族旅游

的开发和发展。不少民族地区文化在此过程中得到发掘与开发，诞生了大量的文化产品并进入到旅游市

场，成为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传统意义上，民族文化产品的诞生，往往都在其文化诞生的民

族地区得以完成。但近些年来，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资本的介入和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地与

文化源地背离的现象愈加明显，不少民族地区的文化产品出现了异地(民族文化接受地)生产，再融入异地

经济行为的现象，即民族文化产品脱离原本的文化诞生地，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异地与其既有文

化进行融合并完成商品化的现象，这一现象，大体可称之为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 

2. 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旅游人类学家关于旅游文化的探究主要围绕“商品化”和“真实性”两个方面展开。赵

红梅在《旅游业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中就此问题的研究业已做出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关于民族

文化的“商品化”，国内研究旅游人类学的一些学者对其持乐观态度并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文化

商品化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文化商品化和文化真实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型，民族文化的商品化

会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民族地区带来好处[1]，并表明该方向有持续研究的必要。有学者就商品化民族节日

为视角，以西双版纳傣族园泼水节为例，阐述了节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在民族旅游中充当主要吸引物，

并随着目的地的开发而逐渐被商品化的现象[2]。而关于其“真实性”的探究，杨振之，胡海霞就旅游真

实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事实的、认识的、信念的三个层面来考察旅游的“真实性”，从逻辑层

面上理顺并构建了从客观性真实性、相对性真实性到绝对性真实性的“真实性”体系[3]，其研究立足于

宏观旅游，并未对民族旅游的“真实性”进一步具体研究，但却遵循了旅游人类学关于旅游文化的基本

研究方向。孙九霞和吴韬在《民族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以小黄侗族大歌为例》中以

民族文化“商品化”为对象，指出商品化过程中含有异地文化商品化和本地文化商品化两种形式[4]，对

于异地文化商品化进行了客观的解释。诚然，诸上观点都客观的承认了旅游活动中民族文化商品化的事

实，但其大多数研究，都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民族文化商品化含义，民族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关

系探究或其利弊影响之上[5]，少有人注重对民族文化商品化具体形式及模式的研究，且关于细究其商品

化中异地化形式的研究则更是罕有，因此，对于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与民族旅游关系的探究，社会现实

意义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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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族地区主体地位和发展前景的角度来讲，关于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与民族旅游关系的探究是一

个急需解决的重要议题，合理且客观解释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与民族旅游之间的关系，能有目的性和针

对性的引导、助推民族地区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民族旅游的深入开展，并调动和发挥民族地区在国家经济

建设整体布局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现实传播和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及持续繁荣。 

3. 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概念、特征及发展趋势 

从归属角度来看，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是民族文化商品化实现形式的一种，关于民族文化的商品化，

众学者已有诸多考究，在此不做过多阐述，笔者仅对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做出大致定义，以期引玉之效。

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应当是民族地区文化发掘、向外传播、实现异地存活并与文化接受地市场经济行为

相联系而在该区域产生商品的过程。就此定义而言，民族地区的文化发掘是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产生的

最基本前提，从一般意义来讲，没有现实而充足的民族文化发掘，便不具备产生民族文化向外文化传播、

实现异地存活这一过程的基本条件；继而，当民族地区文化的发掘进入到文化向外传播的阶段，其文化

便会由于各种可能的现实的社会活动向其他区域进行发散式的传输，并在此过程中渐为游客或其他区域

(文化接受地)的人群所接受，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异地存活，继而最终由文化接受地的游客或其他受众进

行诸如语言、回忆等简略的初级加工，使之与该区域的人类社会生活或市场经济活动产生联系，进而吸

引其他人群的更多关注与重新塑造(文字、艺术或实物等)，如此经历一定时期后，伴随着该行为的持续与

深入，民族地区的文化形象及文化产品便在文化接受地得以树立并制造，再随之通过相应的经济生产行

为进入流通市场并为旅游消费者所购买和消费，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异地商品化。 
存在于某一地区市面上的异域民族文化产品一般都可以被理解为是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结果。从

商品制造地的角度来讲，一般会出现两种生产情形：一是民族地区制造产品并向外输出，二是文化接受

地制造产品并于同区域或异域进行销售，虽然近年来跨地区代为生产商品的现象较为普遍，不过就其本

质而言，也是民族文化在异地生产，实现商品化的过程，因此该算作是后者的另一种实现形式。而本文

所述民族文化的异地商品化，正属于这第二种情形。 
关于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现象的特征，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以民族地区文化为外传内容，并始终坚持其基本内涵； 
2) 外传而来民族文化必须在文化接受地得到普遍认可并形成需求缺口，这是异地商品化商品产生的

必要前提； 
3) 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具有跨区域的特征，即文化产品生产地与文化源地的背离。 
民族旅游的持续发展，使得民族文化外传的频率大大提升，其文化内涵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由于不同地区来游的游客也因其文化习惯的差异，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取舍行为(内容差异，

周期差异等)，因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将会有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同时，信息传播媒介及技术的发展

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由于旅游市场的持续发展，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面临的市场将愈加广

阔，而传统的民族文化诞生地产生文化商品的方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区的游客所需

求的又因其所居的惯常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成为将来民族旅游长期的发展

方向是有可能的。 
下文，笔者主要就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与民族旅游的关系进行简要探究。 

4. 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与民族旅游的关系 

(一) 民族地区文化发掘是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现象产生的最基本前提 
民族旅游中的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实现一般是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发掘伊始的。如果说民族旅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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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那么其特定的民族文化就是该民族地区一切旅游活动的内核，即具有特定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

开展民族旅游活动，实现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最根本前提。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该民族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民风民俗、话语体系等的集合，反映着民族本

身的根本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是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民族特征的直接表现和民族凝聚力之所在[6]。
基于此，从实现形式来讲，各类民族旅游的最终实现都立足于该类旅游方式所表达的文化价值之上，民

族旅游中民族文化的异地商品化，便是该民族地区通过民族旅游活动对外传输文化影响的过程，是借以

游客旅游行为和文化接受地市场创造、消费具有其文化影响的产品等经济行为来实现本民族地区文化价

值的外传过程。也即是说，民族旅游的开展就是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增值与保值[7]，而民族文化的异地

商品化就是在增值与保值的一种具体形式。因此，只有真正发掘、掌握了特定民族地区民族旅游开发的

核心文化与价值追求，才能真正算作具备了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最基本前提。 
(二) 民族旅游活动的开展是文化向外传播，实现异地存活的现实方式和途径 
游客的旅游活动总是在无形中将旅行目的地的文化带到其惯常的文化环境中。郭伟锋，郑向敏在对

武夷山茶文化的研究中指出，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符号将组成目的地的空间意象，并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

将从诸多原态文化中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与旅游结合，演变为旅游文化[8]。就某个特定的民族

地区而言，一旦出现具有其特定核心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民族旅游活动，旅行于此的游客往往将会在旅游

过程中接受旅游文化的影响并充当文化传播的媒介：一般情形下，参与此类民族旅游活动的游客或多或

少会将民族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在后期的生活中通过言语或社会行为(民族语言、饮食、民族建筑等可

记忆性文化)向外表现出来，从而持续扩大该民族文化在文化接受地，即其惯常文化环境的影响，一定程

度上促动更多的游客参与到民族旅游的行为中，如此反复，越来越多的游客参与到该过程中，逐渐在文

化接受地形成由民族旅游参与群体为核心的传播合力，为民族文化的异地扎根创造条件。而在此民族文

化外传过程中，若文化接受地的既有文化较此传播而来的文化更为符合当地的人类活动且该类民族文化

不能为当地主流所接受，则该类民族文化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往往不大；反之，若该类民族文化带来的价

值或内涵正好足以弥补当地缺乏或欲求的文化需求，那么它存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变得更大。该过

程是游客通过旅游活动充当文化传播媒介的最简易形式，此外，开展民族旅游的地区主动输出其文化影

响力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在诸多情形下，游客并不是使民族文化异地存活的最大贡献者，他们大多仅仅是将民族地区的文

化传播出来，而不能使之存活下来，但这个过程又不可省略。赵红梅指出，当一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接

触时，必然会出现三个阶段：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文化认同(Identification of culture)；文化整合

(Integration of culture) [9]。客观来讲，文化的异地存活就是文化认同的过程，而游客的媒介作用与该类民

族文化接受地的诸多其他现实活动的结合才是民族文化异地存活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如经济活动，国家

政策等因素，即是说民族旅游的开展，更多的是以旅游的形式为来为文化接受地的相关经济活动提供可

能性，并不能决定文化在异地的存活与否，这需要一个长时间文化相融过程：外来的民族文化与文化接

受地既有文化的磨合，继而与其经济行为产生联系的过程。而文化整合则正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异地存活，

并潜在的与文化接受地既有文化产生融合的现象，这才使得接受地的大多数文化受众对此类融合而成的

新文化产生了意识上的认同并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进一步传播和沉淀，如此，完整的民族文化异地传

播过程才算是顺利完成；并在此基础上，当地人群以正式或不正式的现实活动方式，借助人或物的现实

传播作用，将此类民族文化与当地文化进行更有效融合和创造，形成新的文化缺口而为当地人所普遍需

要，在此过程中，甚至有部分民族文化成为接受地精神文明与风俗习惯的缩影，这自然为民族文化的异

地商品化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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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文化异地存活的实现为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产生提供条件 
民族文化外传与异地的存活，表现为：该类民族文化成功被文化接受地人群普遍认同和接受，且出

现了相应的对该类民族文化的需求缺口。在文化接受地，外传而来的民族文化就其特点而言，具有明显

的异域性与外来性，特别是本文所述的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更是如此，由于与接受地的文化差

异明显，其对接受地受众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文化接受地已然出现对该类民族文化的需求缺口，因此

这种民族文化能在一定的时期为文化接受地大众所接受与需要，从而使文化异地商品化的实现成为了可

能，其主要过程表现为： 
1) 民族文化符合文化接受地的主流意识 
任何一处民族文化接受地由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自身文化具有一定的

区域内涵，这种内涵主要表现为该区域特定的风俗或社会行为，因此在确定外来的民族文化是否能够在

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存活下来，就得充分注重外传而来的民族文化是否符合文化接受地的主流意识，这里

所说的主流意识，主要是指文化接受地长期以来的以精神、行为或实物积淀下来的文化印记，这一印记

主要涵盖该区域的价值观与精神取舍等诸方面。即是说，外来的民族文化只有为文化接受地的人群所接

受，且有益于其既有文化的内涵提升和接受地人群的精神需求，该民族文化才能以符合文化接受地主流

意识的形象出现在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过程中，从而推动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继续进行。 
2) 文化接受地出现对民族文化的需求缺口 
当外传而来的民族文化在大体上符合文化接受地的主流意识，并产生一系列为符合其自身文化内涵

提升的社会行为时，就会出现文化接受地对民族文化的需求缺口。这种缺口是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直

接产生原因与发展方向，简单来讲，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也是符合经济学关系中的供求关系的，文化接

受地对外来民族文化的需求将影响该区域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进程与发展程度，文化接受地对该类民

族文化的需求越大，不仅证明了该区域对民族文化需求得缺口越大，也表明在该区域进行民族文化异地

商品化的行为尤为重要，反之则不然。这种文化接受地对外传而来的民族文化的需求，主要是指能通过

政治或经济行为来满足文化接受地受众需求的现象。这种需求有两个大方向表现，一是指上层建筑中的

文化建设需求，这与政府或相关文化工作者的方针和工作相关性大，需要一个外来民族文化与接受地既

有文化相融的漫长过程；二是指在社会经济行为中的需求缺口，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方向，这一类需求

以旅游市场消费者为对象，市场经济行为为客体，是普通文化受众对此类文化来自于审美，学习等方面

的现实需求，是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方向和动力。如内蒙古的长调民歌，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体系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悠扬而豁达的腔调为不同区域的业内人士所追捧，受其启发而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的各色音乐作品，其用来伴奏的胡笳与马头琴成为了乐器市场炙手可热的乐器商品，热销于全国各地。 
3) 接受地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融合而产生商品 
在满足民族文化符合接受地主流意识和形成文化需求缺口的双重条件下，民族文化的异地商品化得

以真正得以实现。 
此类民族文化商品一般是由两种或多种文化(多个外来民族文化与文化接受地文化)融合而产生的特

殊文化商品，它汇集了多区域的文化内涵，拥有能满足一定时间与空间条件下文化接受地有所需求的文

化发展状况。这类产品不仅展现了一定时期文化接受地人类群体的精神价值追求，更表现出一定时期内

该区域的社会文化流动状况，反应出该区域的文化提升水平与交流发展程度。一般条件下，民族文化商

品通过一系列的现实经济活动制造出来并进入流通市场，并在市场中以是否能满足文化接受地受众或游

客自由、自愿的消费意愿作为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是否完成的标准。而此类商品通常分为精神和物化两

种类型，即具有营业性演出的各形式表演艺术和民族民俗文化活动或物化而成的具体实体商品，如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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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雕塑艺术作品、民族民间工艺品等[10]。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民族文化商品都是民族文化

与文化接受地文化融合后产生的文化商品，它既包含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又满足文化接受地的基本生

活形式或精神价值追求。例如广西的铜鼓，从最初作炊具之用(即铜釜)，到后来取代皮鼓，成为演奏音乐

的打击乐器，在数千年的演变中，由先后旅桂的游人或商人将此文化传播至全国多地并为多个民族与地

区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各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铜鼓歌舞与才艺表演，以及相关的铜鼓商品贩

卖于市并为消费者自由和自愿选购。可以说，铜鼓正是具有来自民族地区打击乐器的基本内涵，有符合

文化接受地受众对音乐的美感追求，诞生了具有接受地的歌舞及才艺，并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商品，才完

成了民族文化的异地商品化，如果铜鼓不被广泛接受和多样性发展，便算不得是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的

实现。 

5. 结语 

社会经济和旅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民族旅游兴起，民族文化异地商品化得以实现的重要现实原

因。从民族地区文化发掘，向外传播，到民族文化异地存活而产生文化商品这一过程的实现为普通旅游

大众和文化接受地受众带来了新型的旅行享受、文化熏陶和价值追寻，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间

的和谐交流创造、积累了条件和经验。从民族旅游发展的层面上来看，民族文化的异地商品化是民族旅

游发展到一定时期，并与市场行为产生联系的必然产物，它属于民族文化商品化的范畴，但又具有其特

定的特征。因此，无论是关注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利弊及其影响都不得不承认，民族文化的异地商品

化已经成为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否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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