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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共赢发展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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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歌文化是地域文化中最鲜活、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之一ꎮ 将民歌文化与当地旅游产业融合ꎬ是文化的活态回归ꎬ是民

歌价值的体现ꎬ更是推动当地旅游产业高质量、特色化发展的内在动力ꎮ 鉴于民歌文化与旅游产业的高度耦合性ꎬ提出将湖

南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ꎬ通过深挖花瑶民歌文化内涵ꎬ打造音乐节会文旅品牌、深耕花瑶文旅产业ꎬ开发多层次文旅

产品、充分整合营销渠道ꎬ提升花瑶文化旅游知名度等具体举措构建双生共赢发展的崭新模式ꎬ开创地区旅游内生式、特色化

发展的新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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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４ 日ꎬ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

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ꎬ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展ꎬ不
断巩固优势叠加、双生共赢的良好局面[１]ꎮ 湖南省

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ꎬ文化资源丰富ꎬ将具有少数

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与当地旅游产业融合ꎬ是实现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花瑶是湘西

南腹地的瑶族的一个分支ꎬ拥有丰富的文化形式ꎬ
其中ꎬ尤以花瑶民歌较为著名ꎮ 将花瑶民歌文化与

当地的旅游产业融合ꎬ让花瑶民歌文化成为打造地

区特色旅游的优质资源ꎬ可以实现保护花瑶传统文

化和提升地区旅游影响力的双重目的ꎬ促进花瑶文

化与旅游的共同繁荣ꎮ

１ 湖南花瑶民歌文化的历史溯源与内容特征

１.１ 花瑶民歌文化历史溯源

花瑶以其五彩斑斓的服饰而得名ꎬ主要散居于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西北部小沙江地区[２]ꎮ 一代

又一代的花瑶人民在勇敢的斗争和勤劳的劳动过

程中ꎬ创造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文化作品ꎬ其中ꎬ尤以

花瑶民歌和“挑花”技艺最为著名ꎮ “挑花”技艺为

花瑶人民创造了色彩绚烂、艳丽绝伦的传统服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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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红的“派特典” (头笠)和“笑童” (头巾)ꎬ五彩缤

纷的“特裆” (腰带)都是“挑花”精湛技艺的体现ꎬ
“花瑶”也因此而得名[３]ꎮ 如果说“挑花”是花瑶民

族物质文明的缩影ꎬ那么“花瑶民歌”就是花瑶人民

精神文明的代表ꎮ
民歌这一艺术形式来源于民间ꎬ生根于民族的

生产劳动和生活习俗中ꎬ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密不

可分ꎮ 民歌的诞生与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活动密

不可分ꎬ在比较原始落后的农耕畜牧时代ꎬ劳动人

民的生产力相对落后ꎬ生产方式较为单一ꎬ为了获

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间和更丰富的生活生产资料ꎬ往
往需要集体劳动、集体协作甚至集体战斗ꎮ 在残

酷、劳累、单调的劳作与战斗过程中ꎬ为了排遣内心

的压抑、烦闷甚至恐惧ꎬ劳动人民不由自主地会发

出一些呼喊之声ꎬ用以激励和鼓舞士气ꎮ 尤其在需

要多人协作一起发力时ꎬ呼喊共同的口号更是成为

最常见的协调指挥方式ꎬ当一个声音被千万人共同

呼喊的时候ꎬ也就诞生出了最初的劳动号子[４]ꎮ 这

种带着浓厚的方言特色的号子ꎬ就是民歌的雏形ꎬ
花瑶民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ꎮ

花瑶民族生活在山谷沟壑密林中ꎬ耕作于陡峭

梯田之上ꎬ这样的环境并不利于生产生活ꎮ 在这样

的环境里ꎬ花瑶人民不惧困难ꎬ辛勤劳动ꎬ在田间地

头以“呜哇”之声消解劳动的疲劳协同劳作ꎬ在丛林

密野间以“呜哇”之吼驱赶恐惧震慑野兽ꎬ在战场上

又以“呜哇”之威壮我士气英勇战斗ꎮ 由此诞生的

花瑶呜哇山歌成为与花瑶民族相伴相生的重要文

化载体ꎬ又由于花瑶人民没有创建自己的文字ꎬ口
口相传的民歌也就成为花瑶历史传承的最重要方

式之一ꎮ 研究花瑶ꎬ就必须研究花瑶民歌ꎬ同样的

研究花瑶民歌ꎬ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探索花瑶的

民族历史ꎮ 早在 ２１ 世纪初ꎬ民歌作为成为一种珍贵

的艺术表现形式ꎬ就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ꎬ
花瑶的呜哇山歌ꎬ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被列为湖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ꎬ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ꎬ作为花瑶诞生地

的虎形山花瑶景区更是于 ２００９ 年被国务院正式批

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ꎬ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以民族

名字命名的风景名胜区ꎮ 这些政策举措ꎬ体现了国

家和人民对花瑶民族文化的重视ꎮ
１.２ 花瑶民歌文化的内容特征

花瑶民歌诞生于民间ꎬ无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

艺术内容上ꎬ和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紧密融

合的ꎮ 在传统社会ꎬ老百姓一生的大事无外乎婚、
殇、嫁、娶、生产、祭祀和战斗ꎬ因此ꎬ花瑶民歌的题

材也主要来源于此ꎮ 按照内容不同ꎬ可以将花瑶民

歌分为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和拦

门歌 ６ 个大类[５]ꎬ这 ６ 个类型的民歌分别对应不同

的生活场景ꎬ用处也各不相同ꎬ但又共同展现了花

瑶劳动人民生活和文化的全貌ꎮ 在民族文化日益

受到重视ꎬ游客对旅游体验感的要求不断提升的当

下ꎬ很多地区都开始围绕民族传统文化“做文章”ꎬ
有意将其打造为地区旅游的特殊名片ꎮ 花瑶民歌

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表现形式ꎬ完全可以深挖其

内涵ꎬ与当地旅游产业融合ꎬ给游客提供更独特、更
深层的旅游体验ꎬ提升花瑶旅游的知名度、影响力ꎬ
促进花瑶民歌文化的传承传播ꎮ

２ 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共赢发展的
必然性与重要性

２.１ 必然性:二者天然密切ꎬ有融合的现实基础

一方面ꎬ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工业

化体系的日臻完善ꎬ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从工

业向服务业和旅游业倾斜ꎮ 与此同时ꎬ国民收入水

平也有了显著提升ꎬ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从

追求物质需求转向追求精神文明需求ꎮ 旅游是居

民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ꎬ目前ꎬ我国居民对文

化旅游产品的需求和消费已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

势ꎮ 依托地方优质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ꎬ探究文化

产品和旅游二者之间的融合路径ꎬ不断丰富精品旅

游项目ꎬ扩展文化旅游内涵ꎬ实现以文化促旅游ꎬ以
旅游护文化的双赢模式ꎬ在新时代背景下显得十分

有必要ꎮ 另一方面ꎬ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是凭空想

象的ꎬ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ꎮ 当下ꎬ人们到景区旅

游ꎬ已不满足于单纯地观光风景ꎬ而更加注重过程

中的精神文化享受ꎮ 文化艺术是无形的ꎬ旅游产业

是有形的ꎬ无形的文化艺术能够赋予旅游产业以深

厚内涵ꎬ从而使旅游地更具吸引力ꎮ 同时ꎬ单纯地

依靠民族传承人等传承民族文化在当下也难以为

继ꎬ有形的旅游产业能够给文化艺术创造更加多样

的传承传播载体ꎮ 由此可见ꎬ民族文化和旅游产业

有效融合可以实现 １＋１>２ 的效果ꎬ而二者分离ꎬ则
会削弱各自的竞争力和吸引力[６]ꎮ

以花瑶民歌和虎形山旅游景区为例ꎬ各自的影

响力十分有限ꎬ在各自领域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都

不高ꎮ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ꎬ优美的自然风

光不胜枚举ꎬ虎形山旅游景区放在全国范围内并不

出众ꎬ知名度不高ꎮ 而民歌在新时代由于变革速度

慢ꎬ演绎形式单一ꎬ本身就面临着日渐式微的困境ꎬ
受众越来越少ꎬ花瑶民歌自然也不例外ꎮ 但如果把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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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２ 者有效地结合实现融合发展ꎬ可能会产生意想

不到的效果ꎮ 因为音乐本身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艺

术表现形式ꎬ同时也是一种可以超越国度和民族界

限的通用语言ꎬ即便是文字语言不通的人ꎬ当共同

聆听同一曲音乐时ꎬ也能产生相通的情感ꎬ这正是

音乐的魅力所在ꎮ 当民歌和具体的场景结合ꎬ所传

递的情感和信息就变得异常丰富ꎮ 花瑶民歌是花

瑶民族的灵魂所在ꎬ当花瑶民歌和旅游产业融合ꎬ
就赋予了静态的旅游环境以鲜活的灵魂ꎬ把无形的

民歌文化以有形的、立体的方式呈现在了游客面

前ꎮ 一段包含温情的拦门歌加一碗浓郁的迎客酒ꎬ
可以让游客在花瑶人民热情好客的欢迎中体验不

一样的风土人情ꎻ一曲农院田间的生活歌ꎬ可以让

游客欣赏到花瑶人民的在辛勤劳作中体会怡然自

得的生活情调而流连忘返ꎻ一首历史歌谣则可以引

导游客一步步深入花瑶故地ꎬ探索属于花瑶的独特

历史文化ꎮ 原本乏味单调的旅行会因民歌艺术的

加入而成为一场美妙的文化之旅ꎬ游客可以体验到

穿越时空、走近历史的奇幻感受ꎮ 此外ꎬ花瑶民歌

种类多样ꎬ内容丰富ꎬ而花瑶虎形山景区也已经升

级为国家级旅游景区ꎬ这些都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

物质基础ꎮ
２.２ 重要性:二者可以共赢发展ꎬ有融合的现实价值

１)借助花瑶民歌文化可以提升旅游目的地形

象ꎬ提升花瑶旅游产业价值ꎮ
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指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前、

中、后过程中形成的对旅游目的地总体的、抽象的、
概括的认识和评价[７]ꎮ 它是客观的现实与主观评

价的结合体ꎬ客观现实是指它展现了旅游目的地的

真实风貌ꎬ主观评价是指这种风貌反映到游客心中

形成的整体印象和评价ꎮ 而这种整体印象和评价ꎬ
往往成为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关键因素ꎮ 比如

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旅游地西藏ꎬ提起西藏每个人心

中都会不由自主地闪过纯洁、空旷、自由、信仰、空
灵等字眼ꎬ这就是西藏在游客心中的形象ꎬ这种形

象的树立固然有自然环境的因素ꎬ但更多的是来自

其文化背景以ꎮ 花瑶民歌文化作为湖南隆回独有

的民族特色ꎬ有其自身的特色和魅力ꎮ 一方面ꎬ花
瑶民歌有历史价值和知识教育价值ꎬ传统的民歌大

多是以生活劳动、爱情等为主要内容ꎬ而花瑶民歌

却承载了更多的内容ꎮ 在花瑶民族的发展历程中ꎬ
花瑶民歌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知识宝库ꎬ记录了历

史知识、文化知识、生活知识和生产知识等ꎮ 另一

方面ꎬ花瑶民歌与花瑶人民的生活休戚相关ꎬ由此

衍生和关联的文化范围十分广泛ꎮ 这就为开发更

多的文旅活动提供了文化根基ꎬ可以显著提升花瑶

的形象ꎬ继而推动花瑶旅游业的发展ꎬ提升其产业

价值ꎮ
２)借助旅游产业可以保护地域民歌文化ꎬ实现

花瑶民歌文化的传承创新ꎮ
由于传统的民族音乐在发展中不注重变革和

创新ꎬ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对音乐的需求逐渐脱

钩ꎬ加之传统民歌音乐的受众群体小ꎬ传承者较少ꎬ
在传承中难免会出现断层ꎮ 将二者融合ꎬ借助旅游

产业的发展ꎬ丰富传统民族民歌文化的表现形式ꎬ
可以让传统民族音乐以更丰富的方式展现出来ꎬ为
其传承和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生力量ꎮ 首先ꎬ花
瑶民歌和旅游产业相融合ꎬ通过民歌艺术节的举

办ꎬ在旅游环节和特殊场景中嵌入民族音乐表演活

动ꎬ可以丰富花瑶民歌的表现形式ꎬ为其创造更多

的展示机会ꎬ让更多人的了解并爱上花瑶民歌ꎬ从
而成为花瑶民歌的传播者、传承者ꎬ为花瑶民歌文

化的传承培育更扎实的群众基础ꎮ 其次ꎬ花瑶民歌

与旅游产业融合ꎬ在多方位的营销宣传中ꎬ可提升

花瑶民歌的知名度、影响力ꎬ能够吸引更多人才加

入花瑶民歌的创作、表演活动中ꎮ 这些新力量的加

入ꎬ可以促进花瑶民歌创作和表演形式的创新ꎬ使
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ꎮ

３ 湖南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区产业融合共赢
发展的路径

　 　 旅游业的发展重点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景区游

览ꎬ而是应当依托某一特色ꎬ打造完整的产业链ꎬ包
括但不限于饮食、住宿、出行、购物、娱乐等ꎬ对特色

文化资源的挖掘越深、应用越广泛ꎬ产业链纵深打

造得越长ꎬ旅游体验才会更加深刻ꎬ吸引力也会更

强ꎬ对整体经济的推动效果自然水到渠成ꎮ 花瑶民

歌作为花瑶民歌文化的经典代表ꎬ有着广泛的应用

价值ꎬ在旅游产业的建设中ꎬ应充分考虑花瑶民歌

各类型的不同特征ꎬ充分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去ꎬ
实现花瑶民歌与旅游产品的多方位深度融合ꎮ
３.１ 深挖花瑶民歌文化内涵ꎬ打造音乐节会文旅

品牌

　 　 “文化搭台ꎬ旅游唱戏”已经成为不少旅游城市

举办文化活动ꎬ吸引游客ꎬ拉动旅游经济的重要模

式ꎬ比如一年一度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昆明的

国际旅游文化节成为市民和游客互动参与的盛会ꎬ
很好地提高了地方文化旅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８]ꎮ
这些成功案例ꎬ为花瑶民歌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提

供了可借鉴的路径ꎮ 当前每逢花瑶重要节庆“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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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和“讨僚皈”ꎬ都会举行盛大的活动ꎮ “讨念拜”
节庆和花瑶山歌、呜哇山歌大赛一同举行ꎬ成为花

瑶山寨一年一度的盛会ꎬ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

观互动ꎮ 在节庆活动中ꎬ花瑶姑娘和小伙则穿上遍

布“挑花”的华美服装ꎬ向游客展现花瑶民族的靓丽

风采和民歌魅力ꎮ
推动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ꎬ可以在

花瑶重要的旅游景区ꎬ比如虎形山景区ꎬ举办花瑶

民歌节庆盛会ꎮ 并在节庆活动中设置不同的音乐

环节ꎬ让游客参与互动ꎬ打造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音乐节会活动ꎬ使其成为花瑶独特的文旅品

牌ꎬ为游客创造别具一格的音乐旅游情境[９]ꎮ 比如

第 １ 环节ꎬ设置花瑶民歌拦门歌表演活动ꎮ “拦门”
是当地老百姓接见亲朋好友的最高礼节ꎮ 古人云:
“有朋自远方来ꎬ不亦乐乎”ꎬ对于远道而来的朋友ꎬ
主人于门前以美酒美歌相迎ꎬ以示热情好客ꎮ 而客

人除了要喝下迎接的美酒ꎬ也要还以动听的歌曲ꎬ
以示对主人盛情的感谢ꎮ 将拦门歌应用到景区的

迎接活动中ꎬ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奉上一碗花

瑶的陈酿ꎬ与此同时ꎬ再唱上一曲迎客的歌ꎬ既表达

了对客人的欢迎与尊重ꎬ也传递了花瑶人民的热

情ꎮ 第 ２ 环节ꎬ设置花瑶民歌劳动歌参与活动ꎮ 花

瑶劳动歌ꎬ又称为“呜哇调”ꎬ因为该类民歌里普遍

带有“呜哇呜哇”或“噢嗬嗬”这样的衬词ꎬ衬词作为

民歌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ꎬ是区分民歌类别的

重要标志ꎮ “呜哇调”最早就是劳动号子ꎬ主要是在

劳作时起到激发干劲ꎬ协调集体动作的作用ꎮ 可以

在表演劳动歌的过程中展示花瑶人民的劳作情形ꎬ
并邀请游客参与其中ꎬ体验劳动氛围ꎬ让游客深刻

体验花瑶民歌的生活魅力ꎮ 第 ３ 环节ꎬ设置花瑶民

歌仪式歌参与活动ꎮ 仪式歌主要是祭祀歌ꎬ表达对

神灵或自然的敬畏与崇敬ꎬ同时又包含了祈祷的内

容ꎬ表达了人民希望在生产生活中得到神灵庇佑的

愿望ꎮ 祭祀是少数民族一种重要的活动ꎬ有庄严的仪

式感ꎬ能够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ꎮ 可以在祭祀

活动中ꎬ讲解花瑶民族祭祀的意义和内涵ꎬ让游客更

加深入地了解花瑶民族的历史ꎬ共同接受祭祀的洗

礼ꎮ 并将对游客的美好祝愿融入祭祀歌的表演活动

中ꎬ愿游客身体安康、家庭圆满ꎬ为游客讨一个好彩

头ꎬ让游客高高兴兴地来ꎬ心满意足地离开ꎮ
３.２ 深耕花瑶文旅产业ꎬ开发多层次文旅产品

３.２.１ 开发周末休闲体验旅游产品

当下ꎬ双休日休闲旅游蔚然成风ꎬ也已成为新

的旅游经济增长点ꎮ 花瑶民歌与旅游产业融合过

程中不妨紧跟时代热点ꎬ开发周末休闲旅游产品ꎮ

比如利用花瑶生活歌的内涵ꎬ开发花瑶民族生活一

日游体验活动ꎮ 花瑶生活歌以花瑶民族日常生活

劳动为创作元素ꎬ展现的是花瑶人民的日常起居和

生活习俗ꎮ 生活歌的内容与花瑶人民的生活场景

是一一对应的ꎬ起床时可以唱ꎬ吃饭时可以唱ꎬ“挑
花”时也可以唱ꎮ 可以利用这一特色ꎬ打造“花瑶”
民族生活一日体验游活动ꎮ 让游客当一回“花瑶”
人ꎬ跟着生活歌中展示的花瑶人从早到晚的生活节

奏展开自己的一日活动ꎮ 这样的体验活动让人耳

目一新ꎬ能让游客忘记喧嚣繁忙的都市ꎬ尽情沉浸

于难得的宁静与恬淡中ꎬ获得平时难得的独特体验ꎮ
３.２.２ 打造以爱情为主题的蜜月旅行地

爱情是一个美好而永恒的话题ꎬ花瑶人民表达

爱意、传达动听情话的方式就是歌唱ꎮ 花瑶爱情民

歌展现了花瑶人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勇敢追求ꎬ
喊一声“十八哥”应一声“十八妹”ꎬ把对心上人的浓

浓爱怜展现得淋漓尽致ꎮ 在花瑶民歌与旅游产业

融合中ꎬ可以爱情歌曲为依托ꎬ打造以爱情为主题

的蜜月旅行地ꎮ 比如打造蜜月旅行民宿ꎬ在民宿中

提供花瑶爱情民歌表演活动ꎬ再现“花瑶式”的爱情

童话ꎬ并在民宿中布置具有花瑶地域特色的装饰ꎬ
象征爱情的信物等ꎬ让花瑶成为青年男女蜜月旅行

的打卡地ꎬ让他们在浓浓的“花瑶式”爱情童话中ꎬ
感受爱情的甜美ꎬ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ꎮ
３.２.３ 打造“吃喝玩乐”一条龙休闲广场

吃、喝、玩、乐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体验形式ꎬ
吃得开心、玩得尽兴ꎬ是游客普遍追求的旅游体验ꎮ
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应当从最基础的

体验入手ꎬ依托现有资源ꎬ打造一个集吃喝玩乐于

一体的音乐休闲广场ꎮ 将篝火晚会、长龙宴、流水

席、“挑花”技艺展示等民俗活动纳入其中ꎬ让游客

既可以品尝到炖缸大片牛肉、花瑶腊肉、龙潭酸辣

子、神仙汤、糁子吧、龙潭油豆腐等特色美食ꎬ又能

聆听花瑶民乐ꎬ参与民俗活动ꎬ让他们尽情沉浸其

中ꎬ流连忘返ꎮ
３.２.４ 提供品种多样的旅游文化消费品

购物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旅游产业发

展中重要的创收点ꎮ 一方面游客有购买特色产品

的需求ꎬ另一方面销售特色产品也能为当地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ꎬ如果能在充分满足客户需求的同

时ꎬ提升当地特色产品的销售量ꎬ可谓两全其美ꎮ
当前ꎬ文旅市场上有很多成功的旅游文化消费品开

发范例ꎬ比如以故宫文化为主题的雪糕、文墨产品

等ꎬ市场接受度就非常高ꎮ 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产

业融合中也应当积极借鉴这些成功的案例ꎬ为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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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内涵丰富、内容独特的旅游文化消费品ꎮ 可以

将花瑶民歌、花瑶挑花这 ２ 大花瑶民族的瑰宝融入

旅游文化消费品的开发过程中ꎬ为游客提供品种丰

富、质优价廉的消费品ꎮ 比如含有“挑花”元素的手

帕、服装、纱巾、饰品等ꎬ比如融合了花瑶民歌内容

的音乐盒、摆台、车内挂件等ꎮ 通过品种多样的旅

游文化消费品ꎬ可满足游客的多样化购买需求ꎬ拉
动当地经济增长ꎬ并加深游客对花瑶的旅游记忆ꎮ
３.３ 充分整合营销渠道ꎬ提升花瑶文化旅游知名度

互联网媒体的迅速发展ꎬ为文旅产品的宣传推

广和销售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渠道ꎬ扩大了受众范

围ꎬ能够让人多的人看到、接触到文旅产品的宣传ꎬ
如此ꎬ便极大提高了文旅产品的影响力和辐射范

围ꎮ 花瑶民歌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过程中ꎬ应当

充分整合并利用各种营销渠道ꎬ为自身的宣传推动

服务ꎮ 比如可以在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上开设花

瑶景区官方旗舰店ꎬ把以花瑶文化为主题的商品投

放上去ꎬ向更多网上购物者展示包含花瑶元素的特

色商品ꎬ实现销售、宣传双重目标ꎻ可以利用用户广

泛、互动性强、开放性高的微博平台ꎬ开设微博号ꎬ
持续动态更新花瑶旅游区的各种活动ꎬ吸引更多粉

丝关注ꎻ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百家号、今日头条

等ꎬ发布花瑶旅游体验、花瑶民歌文化介绍、花瑶历

史介绍、风土人情介绍等内容ꎬ面向全国范围的用

户宣传花瑶文旅产品ꎻ还可立足服务游客视角ꎬ在
旅游类网站上发布花瑶旅游攻略、自驾游攻略等ꎬ
为游客提供丰富方便可行的旅游路线参考ꎮ 除了

这些线上平台ꎬ还可以利用高速广告牌、公交车载

电视ꎬ公交车体宣传等线下平台ꎬ多种渠道融合宣

传花瑶文化旅游产品ꎬ不断扩大花瑶文化旅游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ꎮ

４ 结语

花瑶作为一个古老而特殊的民族ꎬ在漫长的历

史岁月里偏于一隅ꎬ默默地繁衍生息于湘西腹地隆

回虎形山地区ꎬ创造并传承着属于它自己的灿烂文

化ꎬ无论是“花瑶民歌”还是“挑花”技艺ꎬ都在诉说

着这一少数民族的精彩历史ꎮ 花瑶民歌是花瑶劳

动人民在悠久的岁月长河里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优

秀文化的结晶ꎬ它具有叙事性ꎬ是再现花瑶民族发

展历史的生动载体ꎮ 在物质文明取得卓越成就的

今天ꎬ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与日俱增ꎬ
创建文化旅游品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

需求ꎬ已成为当下旅游业发展与转型的趋势ꎮ 花瑶

地区应充分利用本民族的特色文化资源———花瑶

民歌ꎬ为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助力ꎬ并使二者更好地

融合互动ꎬ形成“你中有我ꎬ我中有你ꎬ共谋发展”的
新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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