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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灯节的由来与宗教及当地的生活条件关系十分密切，苗族歌节融合了苗寨人民日常生活和精神信念，资

源县政府将两者嫁接发展为一个旅游项目———河灯歌节，在几十年间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响。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河

灯歌节在流程仪式、红利覆盖范围、文化内涵、继承发展等方面显现出了不足，市场竞争力逐渐减弱。本文对此进行了

深刻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四个改进措施，以期促进河灯歌节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河灯歌节；放河灯；苗寨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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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

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广西桂林市资源县政府以发展本

地民俗文化特色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业，在继承地域

民俗节日的同时融合现代文化，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

的生机，也使资源县人民在发展旅游经济中获益，提高

了人民的生活质量。陈玉香、周晶晶等人对资源县河灯

歌节的历史由来、发展现状及价值做了一定的分析，本

文在这一方面也做了部分工作，但在当今竞争激烈的

社会，我们更应该查漏补缺，不断反省、提高自身核心

竞争力，笔者认同朱靓在其文章中表达“许多节日旅游

活动流于形式，没有内涵”的观点，本文的重点之一在

于反思资源县河灯歌节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更重要

的是通过一系列措施使河灯歌节更好地发扬传统文化

及改善民生。

1 资源县河灯歌节概况

1.1 历史源流

中国古代有许多传统节日，一部分源自于古老传

说与民间故事，一部分源自于宗教信仰。随着社会文明

的不断进步，国家、地区间的交往不断深入，其他国家、

地区的宗教信仰传入中国并得到了吸收发展，宗教文

化渗透到人们的民俗民情、节日风俗中。

资源县河灯节的由来也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唐

时佛教传入资源县境内（古代称西延），获得了大批信

徒。由于佛教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故事中的悼念追

思、引渡亡魂与中华的祖先崇拜情感相通，又因资源县

位于资江旁，资江是资源县人民与外界沟通往来的交

通要道，湘桂两地在水上谋生的人不在少数。每到七月

半的时候，资江滩多水急，洪水灾害多，每年有不少人

在资江溺水身亡，葬身江中。为了给这些冤死的野鬼孤

魂超 珅度，每年七月半的时候由当地乡 牵头举办盂兰盆

会，民众自发参与，来到江边参加祈福仪式，点亮河灯，照

耀水道，希望为藏身资江的孤魂们照亮投胎的道路，同时

祈求神明保佑家庭安康，地产丰盛，兴家旺业。

苗族山歌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智慧结

晶，是对自然万物、生活叙事的真挚表达，同时也是苗族

人民与众不同的社交方式。关于资源县五排苗歌来源的

传说有三种：一是逃难说，二是风水说，三是婚俗说。流传

最广的是逃难说：香妹千辛万苦逃难到烟竹坪，逝去的丈

夫托梦给她，让她努力生活，并多为他唱些山歌解愁。香

妹在烟竹坪奋力打拼，在累时唱山歌抒解心怀，驱散劳

累，慢慢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家族也兴旺了起来。后人为

了纪念祖先辛勤劳作、兴旺家族的历史、学习祖先奋发积

极的生活理念，在每年的七月半尽情地对唱山歌。这一习

俗不断沿袭至今，其间几经发展，形成了唱调丰富多样，

歌词通俗亲切的特色苗歌。

1.2 发展现状

资源县政府在 1995 年决定将原集中于县城合浦街

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活动与流行于五排三乡的苗寨“七月

半”歌节嫁接整合为“河灯歌节”。从开办至今共举办了二

十五届，从最初的整合“河灯节”与“歌节”开办河灯歌节

到近几年的与其他旅游文化节合办，以河灯歌节作为推

介，带动周边旅游景点的发展，致力于打造一个以河灯歌

节为首，兼顾天门山景区、丹霞旅游、恣意漂流等旅游项

目的旅游生态系统，极大促进了资源县旅游产业的发展。

2019 年全县旅游接待总人数达 66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旅游总消费达 81.2 亿元，同比增长 22.1%。

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从各新闻媒体、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关于资源县河灯歌节流程图、时间表及河灯歌节

现场的视频可对河灯歌节有初步的了解。河灯歌节节庆

流程丰富，有龙狮巡游表演、河灯祈福表演、山歌对唱比

赛、门球赛及其他体育竞技比赛。夜幕降临时进行苗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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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文艺汇演，夜空中万朵烟花绽放，资江上万盏河灯漂

游。2018 年，资源县河灯歌节与丹霞文化旅游节共同举

办，为来自各地的旅客展示了大型实景商业演出———

《河灯谣》，并在当晚创造了 10 分钟内 400 人漂放 15680

盏河灯的纪录，吸引了无数看客的眼球，体现了河灯歌

节的热闹非凡。

发展节庆旅游对地方的自然人文环境、社会环境、

基础配套设施、交通等各方面作出了要求，这从侧面推

进了资源县农村文明治理进程，改善了农村人居条件和

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从资源县政府相关部门近些

年的工作报告中可知，河灯歌节举办地址周边旅游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交通道路、公共厕所、景区指示标识等基

础设施已经逐步完善并投入使用，修建了河灯文化长

廊、风雨桥、民俗博物馆等文化休闲娱乐场所。仅 2018

年度，用于县城提质，创建县城 4A 级景区等配套设施，

县城交通道路改造等工程的资金就有 1.2 亿元。

1.3 节日价值

资源县河灯歌节能将汉苗两民族的民俗文化成功

融合，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可塑性，文化与

商业的结合也将宣扬传统民俗文化与当地经济发展成

功牵线，在推进当地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时拓展了资

源县的经济产业链。每年节庆过程中举办的农副产品展

销会为招商引资提供了可靠平台，为资源县农副产品拓

宽了销路。节庆旅游的发展催生出了许多新的职位需

求，为人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当地人民能够在本

地谋生，减少了当地劳动力流失，降低了当地留守儿童

率，提升了资源县人民的家庭幸福感。河灯歌节产于人

民生活，是资源县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共同的民族历

史记忆，发展河灯歌节传统民俗文化不仅营造出了热闹

吉祥的节日氛围，在民众追思故人、祈愿家庭美好生活

时也增添了民众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资源县河灯节从地方习俗演变为对外公开的大型

节庆旅游项目，研究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因素及自

然、社会、人文、科技、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于学科而言，

有利于丰富我国旅游开发科学理论；发展河灯歌节还可

以提高学者对资源县传统民俗文化的关注度，吸引更多

人才来研究河灯与苗歌的文化内涵，讲好民俗故事，探

索、创新河灯歌节的呈现形式，实现节日旅游和地区民

俗文化的深度融合。

2 河灯歌节存在的问题

从近年来，资源县政府紧跟时代潮流的脚步，不断

挖掘河灯歌节的新内容，创新河灯歌节的表现形式，河

灯歌节的内容和形式相比创始之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与改进。但由于社会环境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各类旅

游项目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升，人们对旅游项目的要

求和期望随之提高，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资源县河

灯歌节逐渐显露出了一些问题，使资源县河灯歌节在众

多其他特色节庆旅游竞争中缺乏明显优势。

2.1 节庆流程表演成分居多，缺乏传统情怀

从往年的资源县河灯歌节相关视频资料了解，过去

的河灯节在放河灯前会先进行祭祀、烧香点烛化纸、请

道公诵经超度、民众捧着寄托哀思或美好生活愿景的河

灯，一一走到道公面前听取经文教诲，以获得某种力量

或称之为保佑，再把河灯放到资江中，让它照亮故人往

生的道路或自己的人生之路。但从近两年的河灯歌节纪

录视频来看，河灯歌节的祈福仪式流程十分热闹好看但

缺乏了人与节日之间的情感互动。2019 年的祈福仪式与

河灯歌节一样，在群众的需求声中不断提升自己。祈福

仪式中融入了苗族传统文化的成分，如苗王祈福、苗女

着传统服饰跳苗舞等。但从“苗王”、苗舞的表演者的状

态以及祈福仪式现场的细节看来，仍较为粗糙，如苗女

的服饰，从面料上看并非传统的苗家自制布料，而是购

买的表演服装；苗舞带有较强的商业表演；河灯节作为

汉族节日，由“苗王”进行祈福仪式，非但不显融合之美，

反添杂糅；用音响播放的苗歌背景音乐更是缺乏让人心

中为之一动的韵味。由此可以看出，如今的祈福表演逐

渐商业化娱乐化，场景、祈福配乐都缺乏古朴的意蕴，并

与民众、旅客的互动性不强，人们往往仅把祈福仪式当

做一个观赏性节目，未能在祈福仪式中感受到隐秘的文

化魅力。

2.2 节庆重点建设及宣传方向重形式轻内涵

从河灯歌节纪录视频以及各个新闻平台、社交网络

上与河灯歌节相关的宣传来看，节庆内容近年来越发集

中于放河灯活动的数量、热闹程度和歌舞汇演，期间穿插

一些运动类赛事，比如球赛，忽略了其他传统节日活动，

如斗鸟、斗鸡、舞龙舞狮等富有民族风情的传统活动，使

本地人民对节日文化的亲切感和自豪感不足，外地旅客

也缺少在节日旅游中的互动性和投入感，降低了资源县

河灯歌节的吸引力和独特性，不利于传统民俗文化的继

承和传播发展。除此之外，节庆旅游的宣传重点过度迎

合游客爱热闹、喜繁华的心理。重点宣传资源县如何突

破河灯的数量、打造了何种繁华美丽的旅游环境，而非

宣传、重点建设作为河灯歌节内核之一的“放河灯”活动

本身及最能体现当地民众生活态度的节日娱乐项目。此

举不仅违背了由节日习俗体现当地民众的精神风貌的

初衷，造成传统文化内涵层面的缺失，也非引导外地游

客正确感知资源县民俗风情的正确方式。

2.3 河灯制作、苗族歌舞的传承以及创新发展受阻

资源县河灯歌节虽然获得了国家非遗项目的荣誉，

但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到城市工

作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取更高的收入，沉下心学习河

灯制作年轻人较少，且大部分河灯制作者都倾向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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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代潮流的河灯扎制技法，使用传统技法的河灯还

是要靠老师傅来制作。由于河灯歌节的节庆旅游时间段

的限制，因遭受经济压力，而不能专心从事河灯的制作

与技术的传播和创新的河灯制作者不在少数。苗族歌舞

的编曲编舞在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略显陈

旧，很难吸引在信息爆炸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

人，这是一个使苗歌苗舞的继承和发展遇到一定阻碍的

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民族情感教育不到位，未能使

族内的年轻人充分感受到苗歌苗舞中的重要内涵，导致

对继承歌舞兴趣缺缺；对外没有讲好苗歌苗舞的故事，

使旅客在观赏歌舞时仅能停留在欣赏表演的层次，而不

能深度感受到苗族人民寄托在歌舞里的情感。

3 河灯歌节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结合资源县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四点建

议：

3.1 完善节庆仪式流程，深化节日文化内涵

在设计节庆旅游项目时，除了将当地特色节日和仪

式列入其中，并结合其他产业、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要

深度挖掘节庆旅游项目的内涵。河灯节的初衷是为逝去

的亡灵祈福超度，到后来逐渐演变为承载人们对生活的

期望与祈愿，要达成这一目标仅靠“放河灯”这一行为是

不能实现的。当代旅游节庆仪式流程应该追源溯本、紧

扣节日形成的初心，对外讲好传统节日故事，追溯并尽

可能复原节庆活动的传统流程，方能使游客对河灯歌节

的节日内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欣赏。

因此，在河灯歌节的筹办过程中，遵循古制增加河

灯与旅客二者之间的祈福互动环节，用带有宗教色彩的

节庆流程增强节日习俗的神秘感和信念感十分重要。如

将现有的祈福表演———农历十四日晚, 资江江面上搭建

起了祭祀台, 用艺术表现手法加工、再现一场神秘庄严

的祭祀仪式，更替为道公念咒。在放河灯这一流程之前，

增加游客到道公面前听咒、受点化等环节，增加游客接

触神秘古老民俗仪式的亲密度、强化文化体验感。

从文化层面上看，这可以增强人们对民俗文化的兴

趣，也更符合古代人们放河灯祈福的礼制，是对古代民

俗文化的追溯和复原，更是深化民俗文化内涵的重要一

环；从经济发展层面看，这凸显了资源县河灯节的民俗

独特性和地方性特点，对吸引节庆旅游人群、提高地方

节庆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有明显优势。

3.2 深度挖掘、呈现当地更多特色民俗风情

河灯歌节是由以合浦街为主的河灯节和五排三乡

的苗族歌节嫁接发展而来，除了放河灯活动以及苗族歌

舞表演之外，还有很多富有当地特色的民俗活动，如从

苗族人民日常劳作中凝练而来，体现了五排三乡苗族人

民的生活习俗、劳动习惯，表达美好生活祈愿的“砍山

舞”；曾流传于资源县市井街巷中的乡民休闲娱乐项

目———“斗鸡”；曾经在五排三乡的苗家山寨中流行、后

来随着文化融合、社会进步，逐渐走出山寨，走进市区的

“五排油茶”，喝油茶在苗家寨中有些不成文的规距———

只能用一根筷子、要不多不少地喝四碗…这些规距背后

隐含了五排苗族人民的生活期待与精神信仰，即使如今

已经很少人遵守或了解这些规距，但与亲朋好友一起喝

油茶依然是他们的民族默契之一。

朱靓曾对节庆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做过如下表述：

“文化永远都是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失去了丰富文化精

神的节庆盛会，虽有短时的喧器，但终会流于形式的空

洞,很难长久,对于经济的刺激也不具有长效性”。资源县

有关部门出于精准把握节日主题、实现高效益的节庆旅

游项目目标的考虑，在筹备节庆旅游时将这些具有人民

日常生活气息的“小”习俗排除在外，似乎是可以理解

的。但事实上，民众对文化的认同感与亲切感正是寄托

在这些“小”习俗上，挖掘、展示这些生活习俗可以使当

地民众对河灯歌节的情感更深厚、更发自肺腑，为资源

县河灯歌节提供专属的民族情感氛围，弥补大多数民俗

旅游所被诟病的一个缺陷———流于形式、缺乏文化内

涵。

3.3 结合时代特征，创新河灯和苗歌苗舞的内容及

表达方式

资源县政府为了提高当地河灯制作工艺水平，传承

河灯制作手艺，多次举办“河灯制作大赛”。但由于社会

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年轻一代的就业选

择愈发多样化，就业目光大多停驻在一线或其他经济发

展较为繁华的城市。乡镇民族传统产业想要传承与发

展，须在情感上或薪酬待遇上满足有就业意向的年轻

人，做好家乡传统民族节庆旅游文化内涵与价值相关宣

传教育，讲好民族故事，完善民族文旅产业发展的扶助

政策，保障河灯制作传承者在旅游淡季时的生活水平。

年轻的一代人在广袤的信息田野中奔跑，采撷了这

个时代最绚丽的思想，聆听了前所未见的音乐，少有年

轻人对部分蕴含着陈旧思想，用词略显粗俗的民族山歌

不加欣赏。但对于一首好歌而言，歌曲是它的灵魂，歌词

是它的骨肉，只要坚定精神，守住一首歌的精魂，歌词是

可以由歌者的生活环境、心情状况和所思所想而变化

的，苗寨山歌的起源也是苗族人民在日常劳作生活中的

所思所想，因此笔者认为现代苗歌的表演内容也可以根

据现代生活作出一定的改进，使歌舞内容更贴进我们的

日常生活，增加歌舞趣味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苗族

歌舞的特色。同时大力支持、鼓励年轻人使用各种社交、

娱乐社交平台分享苗族歌舞和苗族关文化，增强苗族歌

舞与外界的交流与互动，保持新鲜与活力。

4 结语

从资源县河灯歌节的历史渊源和传统文化习俗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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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来看，其文化底蕴厚重；从过往二十五届河灯歌节节

庆旅游经济成果和发展趋势来看，其未来可期。在传统

文化习俗与现代商业经济的互动与磨合中，资源县河灯

歌节在流程仪式、红利覆盖范围、文化内涵、继承发展等

方面显露出了一些不足，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市场考验。

但是笔者相信，以其独特的民俗风情和歌舞风格，通过

深化节日文化内涵、讲好传统节日故事、拓展旅游项目、

创新歌舞表现内容等方式，资源县河灯歌节能表现出更

浓厚的民族文化吸引力，能使游客更深度地感受到河灯

歌节的魅力所在，从而创造更高的民生经济价值及文化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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