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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以鄂温克自治旗的鄂温克族为例

斯仁巴图 伊兰琪

摘 要：鄂温克族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打造以非遗为核

心的民族文化旅游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还能

支持非遗的活态传承。 鄂温克族非遗项目种类丰富具有独特性，充

分挖掘和研究鄂温克族非遗的内容和核心，并将其与民族文化旅游

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鄂温克民族文化旅游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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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鄂温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况

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有可能被用来规划开发成旅游消费

对象的各种事物的总和，不仅包括作为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旅游目的地，

还包括各种能传递旅游相关信息的事和物。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是指民族文化

中对游客具有吸引力，可以用作旅游开发的部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分

为显性文化和显性与隐性的混合文化 , 显性文化主要指与特定物质相关的文

化，例如民族服饰、饮食、建筑、手工艺品等，这是民族文化旅游的主要部

分，显性与隐性混合文化包括民间文学、节庆礼仪、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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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冠文 2006）。 

鄂温克自治旗地处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接地带，具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鄂温克旗是鄂温克族主要的聚居地，境内有鄂温克族

11792 人（2017 年统计数据），主要分布在辉苏木、伊敏苏木、巴彦查岗苏木

和巴彦托海镇等地。鄂温克族是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森林民族，1732 年三千索

伦鄂温克兵丁携带家眷奉命从大兴安岭来到呼伦贝尔草原进行戍边生产，经

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鄂温克族人民在鄂温克旗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活，创造

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2007 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并授予鄂温克族

自治旗“中国鄂温克文化之乡”“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研究基地”

的称号。

2005 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积极推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申报和保护工作。鄂温克旗政府成立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对旗境内的各民族非遗展开调查和研究。截至目前，

鄂温克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有 109 项，鄂温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共

有 25 项，其中有国家级两项（鄂温克族叙事民歌和鄂温克族抢枢运动）。按

照种类可以对鄂温克族的非遗项目进行以下的划分。第一传统口头文学有鄂

温克叙事民歌和鄂温克民间故事；第二传统音乐舞蹈有鄂温克民间舞蹈“爱

罕拜”；第三传统技艺有鄂温克族欧鬲柱（柳条包）制作技艺、鄂温克族皮毛

装饰工艺、鄂温克兽骨文化、索伦鄂温克民间服饰、鄂温克族五畜绳制作技

艺、鄂温克族手工艺希温·乌娜吉、鄂温克传统生活用具、鄂温克族马鞍具

制作技艺；第四传统节庆礼仪有鄂温克族年俗“阿涅别”、鄂温克族传统节日

“瑟宾节”、 鄂温克族敖包祭祀和索伦部鄂温克族婚礼习俗；第五传统体育游

戏类有抢枢和围鹿棋。

鄂温克族的文化旅游资源有如下特点。

1. 历史积淀深厚

鄂温克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公元前 2000 年鄂温

克人的祖先就在贝加尔湖周围到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域进行生产生活，在漫

长的岁月中，鄂温克人将自己的文化以民间文学、民族歌舞、民族技艺和节

庆礼仪等形式传承下来。《拉玛湖的传说》记载了鄂温克人起源于一个叫拉玛

湖的大湖边，《来莫日根与巨人》讲述了来莫日根带着鄂温克人顺着黑龙江向

西南方向迁徙的故事，这些古老的神话和传说记录着鄂温克族的历史，极具

历史和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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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鄂温克族非遗项目种类丰富

鄂温克族的非遗项目涉及民间文学、民族歌舞、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

体育游戏、节庆礼仪等多个种类，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可以直接转换为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的项目，如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和民族歌舞，也有需要进行

挖掘和再建构的如民间文学和节庆礼仪等项目。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为

旅游发展提供全面的内容，打造游购娱乐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体验。

3. 民族文化特色鲜明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刻的内涵是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最核心竞争力，人

无我有才能产生对游客的吸引力。鄂温克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特性，以《母

鹿之歌》为代表的鄂温克叙事民歌以动物的角度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歌曲

婉转悠扬内容感人至深，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鄂温克族传统住

房欧鬲柱（柳条包）的制造使用的是天然的芦苇和柳条，既环保又方便拆装

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鄂温克族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无论在狩猎生产中还是游牧生产中，鄂温克人始终坚持可持续的生产

方式，不过度索取自然资源，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不忘感恩。这样的生活

和发展理念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也是十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二、鄂温克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鄂温克旗依托呼伦贝尔草原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打造了具有民族

特色的鄂温克牧户游，游客可以在游览草原风景的同时了解温克族的生产生

活方式，体验原汁原味的鄂温克牧民生活。

瑟宾节是鄂温克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每年

的 6 月 18 日，鄂温克旗都要举行盛大的瑟宾节，“瑟宾”是鄂温克语，译为

欢乐、祥和之意。在瑟宾节这天，鄂温克人都会穿上民族盛装，到巴彦呼硕

敖包进行祭拜仪式，保佑这一年能风调雨顺，平安健康。祭祀活动结束后便

是欢乐的表演和竞技活动，有民族服饰和民族歌舞的表演，还有赛马、博克

等比赛。六月初夏草原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瑟宾节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各地

的游客前来一同参加鄂温克草原盛会。

除了瑟宾节外，每年的六、七月，鄂温克旗都会举办“伊敏河之夏”全

旗苏木乡镇群众文艺汇演、“欢乐草原季”文艺汇演以及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和展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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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鄂温克旗的旅游的项目除了牧户游外，鄂温克民族文化产业创

业园也成了游客必来观光打卡的目的地。鄂温克旗创业园依托蒙元文化，汇

集达斡尔、鄂伦春及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为创业者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展示

和体验民族文化的平台，是鄂温克旗旅游商品的重要销售基地。来到鄂温克

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除了可以观赏鄂温克族各种非遗项目，还可以亲手

体验制作太阳花等手工艺品。

三、鄂温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

第一，充分利用民族节庆资源，进一步挖掘瑟宾节、冬季那达慕以及

“阿涅别”春节习俗的内涵，同时将丰收会、伊慕讷节等鄂温克族传统节庆活

动与旅游相结合。首先要加强鄂温克族夏季盛会瑟宾节的宣传力度，抓住瑟

宾节“欢乐”的节庆内涵，吸引游客参与到瑟宾节活动中；其次将冬季那达

慕和鄂温克族过年习俗与冰雪旅游冬季旅游相结合，以冰雪旅游为依托，节

庆民俗为内涵，打造集冰雪自然景观和人文情感相结合的特色旅游项目。在

瑟宾节和冬季那达慕两大节庆的基础上，充分开发其他节庆活动，构建充满

节庆气氛的鄂温克四季旅游。

第二，将抢枢和围鹿棋等体育游戏项目融入游客的旅游体验中，在讲解

展演的基础上让游客参与到体育游戏活动中来，丰富旅游项目的种类，把民

族文化融入快乐的游戏中。

第三，进一步挖掘鄂温克族民间文学中蕴含的资源。民间文学中有及其

丰富的文化资源，鄂温克手工艺“希文·乌娜吉”的形象就是出自于鄂温克

族神话《太阳姑娘》。《百纳查的传说》《维纳河的传说》和各种动物故事、狩

猎故事都可以作为文化产品的内容，关于鄂温克族英雄海兰察不仅有详尽的

史料记载，在民间还有很多英雄海兰察的传说和故事，将海兰察的英雄事迹

和传奇故事相结合，创造鄂温克族英雄形象海兰察，并进行其他文创产品的

衍生创作。

第四，坚持挖掘非遗以外的文化旅游资源。鄂温克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除了已经立项的非遗项目，还有包括鄂温克族传统饮食文化在内的其他民俗

文化资源，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并融入旅游产业中，可以多方面多

维度地提高鄂温克文化旅游的产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第五，加强对牧户游和家庭民宿服务人员的培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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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选择在民宿而不是酒店居住，民宿不仅可以向游客提供食宿，还可以向

游客介绍当地的历史地理人文民俗。加强对牧户游和个人民宿从业者的培训，

使游客在体验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族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得到较为规范的服务。

第六，充分利用各个媒体平台进行鄂温克民族旅游的推广，在继续利用

传统媒体宣传鄂温克民族文化旅游的同时，还要加大自媒体对于鄂温克民族

旅游的宣传力度。在人人皆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的传播能量和力度都不容

小觑，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bilibili 等平台，利用鄂温克族独

特的民族文化，建立网红打卡地标性旅游项目，吸引更多的自媒体和游客参

与到民族文化旅游中。同时打造具有民族和个人特色的鄂温克族网络红人，

加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旅游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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