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 卷 10 期 聚知刊出版社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JZK publishing

47

文化资本赋权与价值转化——潜江民歌与区域经济发展

互动耦合机制重塑及创新路径析论
张建立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湖北潜江市，433100；

摘要：在当今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前沿背景下，本研究以文化资本理论为视角，通过分析潜江民歌历史文化内涵、

艺术特征，揭示其作为文化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潜在价值。同时，审视当前潜江民歌在经济开发中面临的现状与

问题，基于前沿理论提出创新性的发展路径，为潜江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提供学术依据和实践指导，

助力潜江在区域竞争中凭借独特文化资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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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浪潮中，文化作为一

种重要的资本要素，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

展路径和模式。文化资本理论为诠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

关系搭建了坚实的理论架构。潜江，其独特的民间文化

潜藏着极为可观的经济发展潜能。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

展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深入剖析民间文化和区域经济发

展的关联具备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1 文化资本理论概述

文化资本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皮埃尔・布

迪厄提出，他认为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的

形式，如个体的教育、技能；客观的形式，如文化商品、

书籍等；体制的形式，如学历、文凭等”
[1]
。文化资本

于经济活动中占据关键地位，其不但作用于生产、消费

等经济行为，且能转化为经济资本，推动区域经济的增

长与发展。在区域发展研究领域，文化资本理论凸显了

文化资源作为特殊资本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塑造区域特

色的核心价值。

文化资本于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作用

于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且能转变为商品资本，推动

地方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在地方发展研究领域，文化资

本理论凸显了文化资源作为特殊资本对增强区域竞争

力、打造区域特色的重要价值。

2 潜江民歌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艺术特征

2.1 历史文化内涵

潜江民歌，其史源远流长，为楚歌遗风之典型。“流

传于湖北中南部潜江市。昔在周代，潜江民歌已属《周

南》歌诗之体，位在十五国风之首，为雅乐、燕乐之主。

至战国之时，屈原、宋玉之文作中所称《扬（阳）阿》

者，即潜江民歌。楚汉相争，‘四面楚歌’ 所唱，乃

潜江之《鸡鸣歌》。及于汉代，以‘艳’为名之‘楚歌’，

与魏晋之‘西曲歌’”
[2]9
，潜江民歌皆为其中重要组成

部分，已于 2008 年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潜江民歌根据不同的音乐体裁可划分为：号子、田

歌、灯歌、情歌、小调等。根据不同的劳动场景可划分

为：劳动号子、打硪歌、打麦歌、薅草歌等。潜江民歌

作为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古

代农耕社会绵延至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漫长历程中，始终

如一条坚韧的文化脉络镶嵌其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

息。其发展与潜江地区的政治文化、地理历史、民俗传

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要素相互交织、彼此影响，

体现了潜江地方音乐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不同音乐体裁的潜江民歌呈现出不同的音乐表达

方式。其中，号子、田歌生动展现了人们于农田生产、

渔业捕捞等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之实践中所彰显

的协作精神。因劳动场景的多样性，号子呈现出各自鲜

明的特色，为彼时的生产方式勾勒出鲜活且生动的画卷，

如：《打硪歌》、《数蛤蟆》、《催咚催》等。

而小调、情歌作为另一种重要体裁，深刻映射出人

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爱情观念及情感抒发模式。无论日

常生活琐事的生活小调，还是倾诉男女情感的情歌小调，

都细腻地呈现了人民在不同生活层面的思想情感和价

值观念。此类歌曲有：《月望郎》、《回娘家》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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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小调以平稳亲切的旋律，犹如生活的旁白，记录着家

庭生活的温馨、邻里关系的和谐等日常点滴，成为社会

生活史研究的生动素材，如《嗯嗯嗯、睡阔阔》、《十

月怀胎》等。情歌小调则从情感维度展现了人们在爱情

世界里的心理变化，从含蓄到奔放，见证了社会文化对

个体情感表达的影响，为文化心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在潜江民歌体系中，灯歌与民俗文化活动紧密交织，

其独特的音乐表达反映了人们在民俗庆典中的精神风

貌和文化诉求。灯歌以其活泼欢快的节奏、明亮跳跃的

旋律以及饱含吉祥寓意的歌词，生动展现了潜江地区民

俗活动的热闹氛围和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十

许鞋》、《喇叭调》等。还有一些灯歌表现了当地的民

风民俗，例如在丧葬仪式上演唱的“坐丧鼓”就是其中

之一。这种灯歌通过特定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当地人

民在丧葬仪式中的情感表达和文化传统。它不仅是一种

音乐形式，更是当地民风民俗的重要体现，承载着人们

对逝者的缅怀和对生命的敬畏。在潜江的传统文化中，

灯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成为了当地民风

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体裁是民俗学和音乐学交叉研

究中窥视地域民俗文化心理的重要窗口。

2.2 潜江民歌艺术特征

潜江民歌以徵调式为主，这是潜江民歌在调式上的

主要特点，徵调式旋律通常给人明亮、欢快之感。另外，

“潜江民歌三音列结构丰富，大部分属于楚国古老的

“三音列”民歌。常用有‘Sol Do Re’‘Mi La Do’

‘La Do Mi’等多种形态”
[2]20

，以上三音列结构的自由

交替与互相渗透，使潜江民歌的音调十分丰富，音乐性

和变化性较强。

潜江民歌在节奏上表现灵活，例如在一些与劳动相

关的民歌中，节奏可能会根据劳动的节奏和强度进行变

化，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既能够体现劳动的力

量感，又能够让人们在劳动中感受到音乐的乐趣。像《催

咚催》这样的作品，节奏明快有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如《打夯号子》。而情歌、田歌等则节奏较为舒缓，更

注重情感的抒发，通过细腻的节奏变化展现内心情感，

如《嗯嗯嗯，睡阔阔》、《月望郎》等。

“潜江民歌根植于潜江方言，除《楚辞》的‘兮’、

‘些’等楚语常用词，语言声调对音乐有重要影响。潜

江是江汉平原语言声调色彩区的中心，其语言声调特征

为高声为色彩音，归为语音声调中四声之阴平、去声；

中音为核音，归为阳平；低音为支柱音，归为上声”
[2]12

。

潜江民歌田园风格浓厚，能够生动地展现潜江的自

然风光、风土人情和生活场景，使人仿佛置身于江汉平

原的田野乡间，感受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场景。

3 潜江民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机制

3.1 潜江文旅产业中的耦合及文旅吸引物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作

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示出

强大的社会生命力，是民族振兴的重要根基。 传统文

化与经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

形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3]
。潜江民歌作为地

方传统文化资源之一，蕴藏着巨大的开发价值。在当前

旅游市场中，游客对地方特色文化体验需求持续增长，

潜江民歌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可成为吸引游客的关

键要素，进而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以潜江后

湖返湾湖景区为例，可尝试安排民间艺人进行潜江民歌

表演、演唱潜江民歌。这种特色旅游体验，不仅有助于

扩大潜江民歌影响力、也有助于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

而达到提高景区经济效益的目的。其逻辑在于，通过文

化资源与旅游场景的有机融合，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收

益的双赢局面。

在旅游开发中，旅游品牌塑造和文化价值传递极为

关键。从打造旅游品牌的角度观之，将潜江民歌元素融

入旅游宣传与品牌建设是重要途径。潜江可据此打造富

含文化内涵的旅游品牌，具体可围绕 “潜江民歌之旅”

这一主题展开。在这个过程中，需精心设计文化旅游路

线和宣传用语，把潜江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与民歌文

化有机融合。如此一来，能够向游客有效传递潜江的地

域文化价值，进而增强潜江在旅游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文学家曹禺先生其作品蕴含的情感和潜江民歌所表达

的情感具有共同点，因此，可以将曹禺文化与潜江民歌

文化建立联系，在潜江开展民歌活动，宣传 “听潜江

民歌，游曹禺故乡” 的理念，以此强化地方旅游品牌

与文化价值的融合。

3.2 潜江民歌文化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

潜江民歌可作文化产品创新的素材。在音乐产品方

面，对其进行现代制作与包装，能产生高质量音乐专辑、

数字音乐等。例如，潜江文化部门组织专业音乐团队对

《数蛤蟆》《回娘家》重新编曲，融合传统旋律与现代

元素，打造出有特色的地方歌曲并在音乐网络平台上线。

另外，潜江民歌还可催生出涵盖民歌主题的手工艺品、

服饰、文具等在内的文化产品。如潜江当地文化商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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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麦歌》为图案设计手帕，印上农民打麦画面与歌

词片段，兼具美观与文化内涵。这些文化产物在满足消

费者文化消费需要的同时，也可拓宽潜江文化产业的市

场范围。

3.3 潜江民歌产业协同发展与“经济乘数效应”

潜江民歌的发展可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产生

“经济乘数效应”。以民歌表演产业为例，其发展能促

进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产业繁荣。例如潜江举办大

型民歌艺术节时，周边酒店入住率大幅提高，餐饮企业

推出地方特色美食套餐吸引游客。此外，文化产品生产

与销售涉及原材料供应、设计、营销等多环节，形成完

整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当地手工艺品制作

工坊为满足民歌主题文化产品生产需求扩大规模，雇佣

更多当地居民，提高居民收入。

4 潜江民歌开发与利用之现状和问题

当下，潜江在文旅开发中已经开始重视潜江民歌元

素的融合。在一些旅游节庆活动和景区中，能够看到民

歌表演的身影。例如，潜江龙虾节演出，潜江乡镇民间

文化艺术展演，潜江非遗传承展演等活动均设置了潜江

民歌表演环节，为观众营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视听盛宴，

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验，增强了潜江文旅的内涵与魅力。

这种将民歌表演融入文化活动的实践，对于传承和弘扬

潜江民歌、促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在潜江民歌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对其文化内

涵的挖掘还不够深入。不论是旅游表演或是文化产品设

计，还停留于表面形式，未能体现潜江民歌所承载的历

史文化内涵。这导致游客和消费者对潜江民歌的理解和

体验不够深刻，难以形成持久的文化吸引力。例如，在

民歌表演中只是简单地演唱，没有对歌曲的背景、所反

映的民俗文化进行讲解，游客只是听个热闹。

其次，潜江民歌的创新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在旅游

表演形式上，缺乏与现代科技和艺术形式的融合，表演

形式较为单一。在文化产品设计方面，产品种类相对较

少，设计风格缺乏新意，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

化、现代化的需求。比如，民歌表演还处于传统的舞台

演唱形式，没有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增强观众

的体验感。

然后，潜江民歌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十分

有限，市场推广力度亟待加强。在宣传渠道方面，主要

依赖本地的旅游宣传和一些传统媒体，没有充分利用新

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宣传。

此外，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策略，没有针对不同的

目标市场和消费群体进行精准营销。例如，在社交媒体

上关于潜江民歌的宣传内容较少，没有形成话题热度，

无法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和年轻消费者。

最后，潜江民歌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尚

不完善。在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中，与相关产业的

联动不足，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集群。例如，民歌表演

与旅游景区、酒店、交通等环节之间缺乏紧密的协调和

合作，影响了整体的旅游体验和经济效益。酒店没有针

对民歌表演推出相应的住宿套餐，交通部门没有根据民

歌活动安排增加临时的公共交通运力。

5 潜江民歌促进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

5.1 深化文化内涵挖掘与体验式产品开发

第一，深入研究潜江民歌的历史文化背景，挖掘其

中的故事和传说，将其融入旅游表演和文化产品设计中。

例如，为每一首经典民歌编写背后的故事，在表演时通

过讲解或多媒体展示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使游客在欣赏

民歌的同时能够了解其文化内涵，增强体验感。比如表

演“情歌对唱”类的民歌，可以讲述青年男女在河边、

树林中以歌传情的故事。

第二，体验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打造更多体验式文

化旅游产品，让游客参与到潜江民歌的创作和表演中。

比如，开设民歌体验工坊，游客可以在艺人的指导下学

习潜江民歌的演唱，甚至参与民歌的改编和创作。此外，

可以组织民歌主题的民俗活动，如民歌大赛、民俗婚礼

等，让游客亲身体验潜江民歌在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举办 “民歌创作大赛”，邀请游客和本地居民共同参

与，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并将优秀作品纳入旅游表演

曲目。

5.2 提高潜江民歌创新能力、拓宽其市场空间

第一，创新旅游表演形式与技术融合。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

创新潜江民歌的旅游表演形式。例如，通过 VR 技术让

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潜江民歌所描绘的历史场景，或者

利用 AR技术在民歌表演现场增加互动环节，将虚拟的

舞蹈演员与现场艺人共同表演。同时，可尝试将不同的

音乐元素融入潜江民歌，创作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表演

形式。比如在表演《劳动号子》时，融入现代音乐的节

奏，增强表演的感染力。

第二，多样化文化产品设计与市场拓展。加大对潜

江民歌衍生文化产品的设计创新力度，拓展产品种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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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空间。可以与时尚品牌合作，设计以潜江民歌为主

题的时尚服饰系列；与家居品牌合作，开发具有民歌文

化元素的家居装饰品。

第三，利用网络媒体提升潜江民歌影响力。开展潜

江民歌线上活动，扩大潜江民歌文化产品的市场覆盖范

围。例如，通过邀请歌唱家、网红演唱潜江民歌，或与

某知名时尚品牌合作推出印有潜江民歌图案的T恤和牛

仔裤，通过线上直播、网红推荐等方式进行扩大宣传。

5.3 加强潜江民歌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

第一，整合各类新媒体资源，制定全面的市场推广

策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创

建潜江民歌官方账号，定期发布精彩的民歌表演视频、

文化产品介绍、旅游攻略等内容，吸引粉丝关注。同时，

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了解目标市场和消费群体的需

求和偏好，进行精准营销，提高市场推广效果。例如，

在抖音上发起“潜江民歌之美”挑战，邀请用户拍摄与

潜江民歌相关的短视频，提高话题热度。

第二，增强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与文化品牌提升，积

极参与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活动，提升潜江民歌的影响

力。组织潜江民歌表演团队参加国内外的民俗文化节、

艺术展览等活动，展示潜江民歌的独特魅力。与其他地

区的文化机构和艺术团体开展合作交流，举办联合演出

和文化活动，扩大潜江民歌国际国内影响力。例如，选

派潜江民歌表演团队参加国际民俗文化节，与国外的民

间艺术团体进行交流演出，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潜江民

歌。

5.4 完善协同发展机制与产业集群建设

第一，搭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构建一个有政府、

企业、文化机构等多方参与其中的产业协同发展架构，

强化潜江民歌和旅游、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通

过平台所进行的沟通，整合资源，达成信息共享，推动

产业间的协同共进。比如，旅游企业能够依据民歌表演

的日程和场所，科学规划旅游线路并安排交通接送；餐

饮商家可以推出和民歌文化相关联的特色菜肴。在网络

平台上，旅游企业发布民歌演出的时间安排，交通企业

依照需求调整公交线路并增加临时车辆。

围绕潜江民歌文化产业，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集群。

吸引更多的文化企业、创意工作室、民间艺人等汇聚潜

江，产生产业集聚效应。在产业集群内，倡导企业间开

展合作与创新，共用资源和技术，削减成本，提高效率，

共同推动潜江民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政府可以提供

优惠政策，吸引文化产业相关企业入驻，如减免租金、

税收优惠等，同时组织企业之间的交流活动，促进合作。

6 总结

从布迪厄“文化资本论”视角观之，潜江民歌蕴含

丰富的文化资本。在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趋势下，潜江

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本，与潜江地方经济发展存

在着密切的耦合关系。通过深入挖掘潜江民歌的历史文

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本文揭示了其在文化旅游和文化产

业发展中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潜江民歌在经济开发

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从深化文化内涵挖掘、提

升创新能力、加强市场推广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

入手，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望充分发挥潜江民歌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双

赢，提升潜江在区域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为潜江可持续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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